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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2023年江苏省事业单位统一公
开招聘笔试在全省13个设区市10835个考场
同时进行。6242个招聘岗位吸引来自全国各
地32.2万考生，笔试人数再创新高。

此次统考的省属事业单位岗位中，2023
年应届毕业生可报名的岗位超八成。与前几
年不同，今年很多参加笔试的应届生都已经有
明确就业意向，考“事业编”也是“骑马找马”，
心态轻松许多。

“考前我特地阅读近期的《新华日报》，没
想到还看到一些考题内容。”在南京林业大学
考点，考生钱静对记者表示，江苏明确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考试不指定复习辅导用书，为了解
权威时事热点和政策，省委机关报便成为考前
复习资料之一。“跟总书记面对面交流的‘新农
人’魏巧，一辆辆‘就业大巴’开进江苏等，我在
报纸上看到的相关内容就出现在考题里。”

江苏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处长
黄在兴表示，此次事业单位招聘中，13个设区
市超过七成岗位来自基层一线，也反映出基层
对于人才的渴望。试题用一个个具体案例，让
考生置身所应聘岗位，也有助于考查其从事事
业单位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

事业单位招录笔试中，综合知识和能力素
质测试的最后一道论述题分值高、导向明确，
向来都是关注的焦点。本次笔试的最后一道
题是请考生就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提出的“勇
挑大梁、走在前列”的目标要求，围绕自己未来
可能的工作，写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对此，
江苏省人社厅人事考试中心主任朱波表示，国
家对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要求，首先是政治素
质过硬，考生的观点论述，特别是在一些重大
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就是其政治素质的生动体
现。

另外，火遍全球的人工智能ChatGPT、省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紫金山实验室、科技自
立自强等热点话题也都进入本次考题。

据了解，统一笔试阅卷结束后，省委组织
部、省人社厅将确定各类岗位的最终合格分数
线。招聘主管部门（单位）将根据各招聘岗位
拟聘用人数和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在笔试
合格者中按1∶3的范围确定参加面试人选。

（中国江苏网）

“第三方测评”领域出现的
乱象已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不少部门出台有针对性的举
措，持续加大监督整治力度。近
日，中消协通过深入调查，发布
《“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
响调查报告》，表示将继续对“第
三方测评”进行监督。市场监管
总局也修订发布《互联网广告管
理办法》，细化了“软文广告”、含
有链接的互联网广告、利用互联
网直播发布广告等重点领域的
广告监管规则，明确行为规范。

对于不少消费者而言，背
后无利益相关方、体验真实可
靠是“第三方测评”受欢迎的重

要原因。业内人士认为，面对
部分“第三方测评”变味“跑偏”
现象，在强化监管、完善法律的
基础上，未来可从行业自律、社
会监督等角度协同发力，引导
其回归本源。

尚丽娟建议，加强对侵害
消费者知情权、进行虚假宣传
或商业诋毁的测评主体的监管
与治理力度，加强行业自律，鼓
励行业协会结合实际案例制定
更加灵活适用的行业规程，引
导市场良性竞争。

从平台治理的角度，天津
市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陈
云奎认为，平台方需加强账号

身份认证，设置“第三方测评”
标签，对测评账号建立作品审
核、信用投诉、宣传带货管理及
账号粉丝管理等多重监管机
制。

对测评主体建立准入机制
也迫在眉睫。陈云奎等建议，
提高博主准入门槛、制定合理
的申请审批机制，针对从事商
业行为的测评账号进行统一备
案管理。李达军认为，相关部
门可对网红经纪公司的网红培
训机制予以规范，提升博主的
法律法规素养与“第三方测评”
的合规性。

（据新华社）

为快速“变现”耍“花招”
变味的“第三方测评”亟须规范发展

翻看测评时心动“种草”，入手产品后却发觉“被
坑”……近年来，一些“第三方测评”虚假宣传、商测
一体，为吸引流量、快速“变现”而耍起“花招”，不仅
损害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业内人士认为，面对消费者的现实需求，“第三
方测评”不应偏离公正真实的轨道，亟须规范发展、
回归本源。

面对“过载”的网络电商信
息，下单前翻翻产品测评已成
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中消协
数据显示，近八成消费者会在
购物前观看“第三方测评”。

“有些用户希望通过测评
视频了解行业情况，更多消费
者希望借此辅助自己在短时间
内做出购买决策。”厦门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李达军
说。

近年来，“第三方测评”正
是因内容浅显易懂、测评体验
具有可参考性而“火速出圈”。
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有部分
测评博主浑水摸鱼，让消费者
难下决断，甚至“买后被骗”。

——虚假夸张宣传，实物
差别明显。一位从美妆公司离
职的员工介绍说，有的美妆博

主在测评“褪红面膜”时，先拍
摄揭下面膜的画面，再用热水
敷脸使皮肤变红，剪辑视频时
调整顺序，让消费者相信产品
功效。北京某时尚博主透露，
服装测评也有类似现象。“有的
用夹子夹住衣服背面，廓形能
变修身；有的样品和产品差别
较大，消费者很难甄别。”

——评价截然相反，顾客
左右为难。记者在某平台搜索
同一款美瞳产品发现，有博主
称“没有干涩感”，也有的称“戴
上就流泪”，不少消费者直呼

“不知该听谁的”。上海锦天城
（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尚丽娟
表示，博主的主观性容易导致
测评结果出现分歧，也有一些
商家故意借博主之口诋毁竞品
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看似“中立客观”，实
则“商测难辨”。中消协发布的
报告显示，55.7％的“第三方测
评”涉嫌存在商测一体、以商养
测类的模式。“有的流行品牌出
自网红经纪公司，找代工厂生
产产品，再让旗下网红猛推。”
湖南护肤博主李先生称。不少
消费者指出，一些商家“既当运
动员又当裁判员”，对自家产品
的优点大夸特夸、缺点绝口不
提，难保测评公正性。

多位专家指出，“第三方测
评”鱼龙混杂，暴露出目前平台
管理、准入及评价机制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与治理难点。

——门槛较低，“外行”也可
测评。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互
联网信息与用户行为研究中心
主任陈旭辉认为，目前网络测
评准入机制尚未健全，测评主
体不一定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
或资质条件。中消协发布的报
告也显示，目前“第三方测评”
市场具备法人背景的账号仅占
比23.4％。

记者在某网络平台看到，
多位仅有千余名粉丝的普通博
主晒出了商家的“测评邀请”。

“互联网平台上人人都是推荐

官，‘素人’更容易获取消费者
的信任。”李达军介绍，一家网
红经纪公司的“素人”从培训到
上岗甚至只需28天，入行几乎
是“零门槛”。

——主观臆断，测评标准不
一。陈旭辉、尚丽娟等表示，一
些博主的测评标准带有主观
性、随意性，测评方法不专业，
结果往往是“亲测有效”。“然而
同一样本采用不同测评标准，
得到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尚
丽娟说。

“有的测评过程就像‘黑
箱’，消费者无从知晓博主以何
种方式开展检测、其科学性合理
性如何，只能被动地接受最终数
据与结果。”李达军说。

——“移花接木”，难以联动
施策。记者发现，有的因内容违
规被一家平台封禁的测评博主，
在“沉寂”一段时间后仍能复出

“转战”其他平台。多位专家表
示，对于各大平台而言，测评内容
是保有竞争力、活跃度的重要板
块，如果平台追求流量至上，在内
容生产、审核、传播等环节把关不
严，也容易助长不正之风。

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
副院长袁康认为，即便是在规
模较小的平台上发布的不良内
容信息也非常容易被转载到其
他平台上。“网络是联动的，如
果机械地把不同平台视为彼此
割裂的个体，可能会造成监管
困难。”

产品测评成部分商家“带货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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