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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山西晋中河堤决口， 消防员在冰
冷的洪水中彻夜筑坝截流， 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水
中， 冻到牙齿打颤， 浑身发抖。 附近村民看在眼
里， 心疼不已， 专门煮了热鸡蛋和热饼子送来给
消防员。

点评： 年轻的身体扛起的是重大的使命， 你
们是人民英雄， 是最可爱的人！ 很心疼也很敬
佩！ 让我们把温暖传递， 珍惜英雄们的付出， 祝
福每一位救援人员都平安。

26岁的刘淑仙毕业后创业失败， 负债20万，
便开始想办法赚钱还债。 她白天跑代驾， 晚上通
宵与朋友在路边洗车。 谈及为什么不做专业相关
的工作， 她说那样工资提升比较慢。 虽然很苦但
不会放弃， “苦着苦着万一甜了呢！”

点评： 尊重每一个努力生活不放弃梦想的
人。 有担当有诚信的人、 一个努力的人， 一定会
越来越好的。 加油！ 生活不怕失败， 怕的是没有
从头再来的勇气。

■本期点评 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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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评弹】 【图闻点评】

近日， 江苏扬州江都新区派出所民警王瑞下
班后， 从单位楼中走出来， 走路跌了一跤， 摔倒
在警车旁。 之所以不小心摔倒， 是因为他已连续
工作一昼夜， 再加上节日期间各种突发事件较
多 ， 他一天内连续出警超20次， 下班时已筋疲
力尽。 事后， 王瑞无意中从监控中看到了自己摔
跤的过程， 觉得动作很是好笑， 随手发了朋友
圈， 没想到突然就火了。

点评： 平凡中的不平凡。 向每一位坚守岗
位、 不负人民的警察说一句： 谢谢， 您辛苦了！

民警不小心摔倒
摔笑了自己，摔疼了网友

最近， 在贵阳某医院， 一位母亲躺在床上，
不知什么原因， 双手一直抖得很厉害。 这时小姑
娘端着食物走到妈妈身边， 发现妈妈的不对劲，
放下食物， 用小手紧紧地握住妈妈的手。 也许是
感觉到了来自女儿的安慰， 妈妈的情况也得到了
很大缓解。 据透露， 平时陪在妈妈身边的都是爸
爸， 不过刚好那时爸爸出去买东西。

点评： 小小年纪如此懂事， 让人心疼让人感
动。 希望这位妈妈早点好起来。

近日， 一游客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内拍摄水獭
表演时， 不慎将手机落入水池， 结果却被池内的
水獭捡了起来送还， 手机里的相机正好记录了这
一幕。 事后， 该游客称想给这只水獭送上锦旗，
感谢它将手机捡起。

点评： 生活处处， 有趣处处。 为可爱的小水
獭点个赞。 只是， 送锦旗不如送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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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我想对不少消费者来说， 都很清楚一些网红
商品、 网红店家都是靠刷单刷出来的， 根本不是
名副其实的店。 如果说， 前几年， 刷单还是小打
小闹， 集中在小范围的商品的话， 那么， 如今的
刷单， 已迅速成为一个新崛起的产业链， 对我国
电商的发展、 对数字经济、 实体经济， 乃至商品
信誉度、 国民诚信度都是巨大的戕害。 我以为，
如果不迅速斩断这个黑色产业链， 那么， 在我们
的消费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都将出现更多的危
害， 从而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 当前数据 “刷量” 行
业依旧猖獗， 10元钱可刷1000个点赞， 商家甚至
忙着发展 “下线”。 我清楚地记得， 前几年的刷
单是10元钱可刷100个。 如今10元钱的刷单量增
加了10倍， 可以看出， 刷单较之以往似乎变得更
加容易上手了。

据媒体披露的消息， 与多年前主推的刷微博
粉丝、 刷文章阅读量相比， 如今的数据 “刷量”
业务可谓包罗万象， 似乎有了 “万物皆可刷” 的
味道。 “刷量” 可提供的服务早已不再局限于刷
粉丝和阅读量， 最新形态的点赞、 播放量、 投
票、 转发、 评论等也可提供， 甚至连完播率、 直
播间上榜人气、 互动滚屏都能够付费操作。 有的
商家， 甚至宣称自己手中掌握的 “兼职者” 多达
数万人。

央视此前报道称， 我国各类 “刷量” 平台已
超过1000家， “刷量” 产业的人员规模累计达到
900多万人。 如此大规模的刷单人群， 着实让人
吃惊。这些人多为在校大学生和家庭妇女，疫情以
来，也让更多的在家或在校赋闲的大学生、社会青
年成为了刷单的主体。。

难道参与刷单的都不清楚刷单行为， 涉嫌违
法吗？ 我看未必。 很多人都是在侥幸地干着这个
违法的事情， 觉得不冒点险， 就挣不到钱。 而非
法商家也正利用很多人赚快钱、 发大财的想法，
正在快速发展 “下线”。

在分工周密的刷单黑产业链中， 带来的是大
量交易数据、 好评数据的失真， 当下数据造假的
方法令人眼花缭乱， 除了刷榜， 粉丝、 热搜、 点
赞、 评论都可以买， 严重扰乱了网络正常秩序，
在各种自媒体上， 所谓的 “头部号” 和 “营销
号” 流量大量掺水，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 如今
连造谣也可以渔利！

流量掺水多年来一直是行业潜规则 ， 阅读
量、 粉丝数、 留言都能买。 如短视频的刷量， 以
某商家给出的价格表为例， 机刷点赞的价格是
200个点赞4元钱， 1000个点赞10元钱。 而如果是
真人点赞 ， 100个点赞就要10元钱 。 当然 ， 更
“实惠” 的还是机刷特惠套餐———26元钱， 就能
拥有1300个点赞、 60000次播放量、 20个网友评
论以及50次分享。

看来以刷单为代表的 “刷单炒信” 这一 “产
业”， 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 它带来的造假风
暴， 让消费者迷失、 让不法商家以次充好， 从而
扰乱了市场， 也让电商平台失信， 因为电商平台
对刷单治理的不利， 也助长了这一歪风。

可以说， 刷单产业不除， 建立健康的消费市
场， 就是一句空话。 当众多的消费者上了刷单的
当之后， 对消费行为会变得更加谨慎， 甚至裹足
不前， 那么， 我们还会真正拉动消费需求， 扩大
内需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此， 加大处罚， 特别
是从源头上综合治理也是关键， 让刷单者不敢妄
为， 才能起到法律的震慑作用。

手机落水被水獭捡起
游客想给水獭送锦旗

妈妈躺病床上手抖得厉害
女儿用手紧紧握住妈妈

消防员洪水中筑坝冻得发抖
群众送来热腾腾的食物

95后本科女孩
白天代驾晚上洗车还债20万

对刷单产业“黑手”
必须要零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