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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践行“八礼四仪”，争当新时代
好少年

“八礼”是指：仪表之礼、仪式之
礼、言谈之礼、待人之礼、行走之礼、
观赏之礼、游览之礼、餐饮之礼；

“四仪”是指：7岁入学仪式、10
岁成长仪式、14岁青春仪式、18岁成
人仪式。

近年来，无锡市坚持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积极开展未成年人

“八礼四仪”文明礼仪养成教育，把
文明礼仪养成教育作为促进中小
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基础
工程，开展丰富多样的文明礼仪培
育活动，并构建起学校、社会、家庭

“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中小学校
园周边环境持续改善，全社会广泛
形成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
厚氛围。

6、活跃志愿者年均服务时长超
25小时

无锡市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常态化开展垃
圾分类、文明交通、扶贫助残、洁美行
动、便民利民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项
目，活跃志愿者年均服务时长超过25
小时。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抗击
台风、防汛行动中，全市广大市民众
志成城，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形成志
愿红色防线。截至去年年底全市注
册志愿者达到171万人，位居全省第
2位，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认同和支
持率超过98%。无锡市志愿服务工

作经验多次在全国宣传推广，志愿服
务已成为无锡城市的闪亮名片。

7、道德讲堂的“6个1”
道德讲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爱、敬、诚、善”，以“身边
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
事教身边人”的形式，传播凡人善举，
是创新思想教育、提升文明素养的理
论课堂、百姓舞台。

道德讲堂的“6个1”流程为：唱
一首歌曲，看一部短片，讲一个故事，
作一番点评，诵一段经典，送一份吉
祥，使广大群众受到教育、感化、启迪

和道德提升。

8、文明家庭评选8个标准
文明家庭评选的8个标准为：爱

国守法、遵德守礼、平等和谐、敬业诚
信、家教良好、家风淳朴、绿色节俭、
热心公益。

近年来，无锡市深入推进家庭文
明建设，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把爱家庭与爱祖国、爱江
苏、爱无锡统一起来，并制定出台了
《无锡市市级以上文明家庭礼遇关爱
措施清单（试行）》和《无锡市文明家
庭激励和管理办法》，以更好发挥文
明家庭的榜样引领作用、巩固文明家
庭创建成果、加强文明家庭动态管
理。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全国文明家
庭3个、江苏省文明家庭17个、无锡
市文明家庭30个。

近年来，直播带货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越来越热，每天直播时长动辄百万小时以上，吸引了不少
消费者。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直播带货话术多、“套路”多，直播观看量和带货订单量存在不少“水分”。
业内人士建议，进一步规范直播带货行业秩序，加强行业自律，让消费者在直播平台能放心购物。

话术多、流量假……

直播带货还有哪些“猫腻”？

记者从山东省消协了解到，
在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投诉中，关
于网络消费的投诉有增无减，尤
其是近两年直播电商快速发展，
出现了各种消费陷阱，部分商品
质量不达标，商品售后服务难以
保障。

艾瑞咨询今年9月发布的
《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研
究报告》提到，2020年中国直播
电商市场规模超1.2万亿元，年
增长率为197％；2023年将超过
4.9万亿元。

业内专家认为，直播带货市
场越来越大，对于这个行业，应
持续进行规范，引导其良性发
展；对抖音、快手等责任平台要
加大监管力度，让它们自觉维护
平台秩序，担好自己应担的法律
责任、社会责任。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
中心主任薛军建议，监管部门应
继续压实抖音、快手等平台的责
任，对于使用不合规手段进行宣
传的主播，及时引导、规范；对于
屡次违规的，纳入黑名单管理，
形成震慑效应。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
授刘德良认为，电商直播行业
人才培养处 于“ 野 蛮 生 长 ”
状态，对于一些机构和个人
以培训为噱头牟利，收取天
价学费、教唆虚假宣传、刷
流量等违规行为，监管部门
应及时予以规范。

（据新华社）

记者调查发现，围绕直播带货的
话术培训、数据造假等，已形成了一条

“产业链”；一些培训价格不菲，“学费”
动辄高达上万元。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直播带
货话术”“直播带货剧本”等关键词，发
现相关的教学课程、话术脚本等商品
有上千种，其中不少销量超过 3000
件。记者找到一款描述为“带货话术
脚本写作”的商品，在花费18.8元购买
后，对方提供了“主播基础必备的几百
条话术”“带货剧本案例”等文档。文
档中提到，要用大让利、大红包留住观
众，在这之后不要急于卖商品，而是用
大嗓门、快语速尽可能推销店铺内其

余商品，给观众反复洗脑，激发购买冲
动。

这些文档还提供了很多营销手
法。例如主播可以用送所谓“限量商
品”的方式留住顾客，但这些“限量商
品”仅仅是营销噱头，实际上每天都会
有。此外，在商品宣传中，可以通过编
造“剧本”的方式，凸显让利的夸张，再
加上安排一些机器人账号负责起哄、
刷单，从而吸引真实观众购买。

“我们团队培养出不少带货营收
超百万元的主播。”这家店铺的客服表
示，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培训，还可以缴
纳2万元学费，有“专业导师”提供15
天的特训。

记者在济南联系了一家提供带货
培训课程的公司。在对方提供的教学
明细中，不但有直播话术等材料，还包
含一对一培训、流量扶持和5万粉丝账
号等内容。公司负责人说，培训完成
后，就能提供给记者一个有5万以上粉
丝的直播账号，并且在直播的第一周，
会代刷观看人数，确保直播热度超过1
万人。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
说，直播带货“套路”存在诸多问题。
一些话术涉嫌虚假宣传；先抬价后降
价，或者通过夸张表演营造出“亏本让
利”效果，诱导消费者下单，则涉嫌价
格欺诈。

今年“双十一”，直播电商愈受关
注。直播带货看似热热闹闹、红红火
火，但一些消费者“吐槽”，在直播间想
要低价买东西并不容易，在种种“套
路”下，买到的东西价格也未必便宜多
少。

——直播话术多，想“秒杀”得看
半小时直播。济南市民张晓芸告诉记
者，为抢购一款“双十一”预售商品，她
在某短视频博主的直播间内等候了近
半个小时。“一开始主播说马上上架，
并且是‘秒杀价’，但随后主播开始介
绍其他商品，接着又介绍直播间的各
种活动，20多分钟后我想要的商品才
上架。”

张晓芸说，有时为了直播间所说
的福利、优惠，需要等很久，而且这在
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带货中，快成固定
模式了。几乎每个主播在上架优惠商
品前，都会用话术吸引观众眼球，然后
再介绍几款其他商品，一段时间后再
将此前说的商品上架销售。如果考虑
时间成本，在直播平台购买商品远不

如在传统电商平台方便、直接。
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工作人员

谢龙说，在不少带货的直播间，消费者
付出了很多时间，但东西很多时候并
没有便宜多少，导致消费者没有获得
感，只有失落感。

——卖东西还得演剧本，“吵架
式”“打架式”带货流行。“我们贴了多
少你知道吗？贴了两千多万。”“不要
再贴了！”在不久前的一场直播带货
中，一名女主播在直播间大声嘶吼，试
图阻止搭档男主播“降价倒贴”的行
为，而男主播自称为了粉丝，甘愿赔本
补贴，互相推搡、摔话筒，演得几乎以
假乱真。

类似这种“套路”，每天都出现在
不少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中。记者在
一些直播间看到，主播和搭档一番“争
吵”“推搡”后推出的商品，价格相比其
他电商平台，并没有太大优惠，有时甚
至比别的平台贵，但凭借“节目效果”，
往往能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在一些明
星带货的直播间内，也经常出现明星

为“回馈”粉丝执意卖“低价商品”、与
工作团队吵得不可开交的“剧情”。

——带货数据有“猫腻”，有的直
播间没人互动，订单却不少。齐鲁工
业大学大三学生王琪说，让她不解的
是，有的直播间观众人数有几千人，但
上架的商品少有人购买；而在另外一
些直播间，观看人数只有几十人，主播
上架的商品又频频被“秒杀”。

电商行业从业者张向阳告诉记
者，为了提高直播间热度，很多直播间
使用机器人刷人气，或大量刷单提高
成交量，事后再退款。尤其是对于小
主播而言，需要通过虚假的数据，营造
出高人气假象，这几乎已成直播带货
行业“潜规则”。

今年10月，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和
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开
展了直播带货消费体验调查活动。从
结果看，调查活动共有100个直播带
货体验样本，其中33个涉嫌存在虚假
宣传、利用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误导
消费者等违法违规问题。

直播带货“套路”多

直播“演技”培训竟成“产业链”

让直播带货
少点“演技”
多点实惠

文明城市创建应知应会之

文明有“数”（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