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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机哄抬“国货”价格是自断门路
□周自扬

近日，在微博、朋友圈和以
虎扑为代表的一些网络论坛
上，出现了国产品牌球鞋涨价
和缺货的消息。一些网民发
现，李宁、安踏等国产品牌的有
些“限量款”球鞋价格飙涨，其
中某品牌一款球鞋的价格涨幅
达31倍。

知名国产品牌的限量款球
鞋在二手市场上存在一定溢价
并不新鲜。然而，这一波价格上
涨明显超出溢价范畴，远离价值
规律。一件商品短短几天涨价
数十倍，显然不是市场运行的正
常现象。

近年来，国产品牌在科技研
发和外观设计等方面都有了长
足进步，的确有了迈向中高端市
场的底气。加之当前一些洋品
牌球鞋因其恶意“封杀”“新疆
棉”行为受到中国市场冷落，消
费者纷纷用脚投票支持国货，国
产品牌遇到良好发展契机。然
而，如果因为“炒鞋”导致球鞋爱
好者买不到想要的球鞋，进而让
国产品牌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无
异于竭泽而渔，自断国产品牌升
级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少数
互联网平台打着“真假鉴定”

等旗号，在“炒鞋”问题上借机
推 波 助 澜 ，还 有 一 些 平 台 为

“炒鞋”“囤鞋”的年轻消费者
提供信贷支持，扮演不光彩的
角色。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始终是
企业应当遵循的发展正道，借
机偷奸耍滑坑蒙拐骗终究只
会害人害己。对当前一些网
络平台借机哄抬价格的行为，
品牌方应当尽快动起来，维护
品牌形象。监管部门也应积
极作为加强监管和引导，维护
市场秩序，为“国货”发展创造
良好环境。 据新华社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份《互
联网行业黑话指南》，网友称“听
完浑身难受”，比如：深度串联、
势能积累、高频触达、关键路
径、定性定量、归因分析、快速
响应、价值转化、耦合性、引爆
点、颗粒感、补位、链路、拆解、
阈值、迭代……不少外行人看过
后觉得明明每个字都认识，可连
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甚
至想请一个中文翻译。如今，这
类“黑话”在互联网大厂非常流
行。有些“黑话”甚至出圈，影响
着越来越广泛的群体。

（澎湃新闻）
云遮雾绕、不说人话，互联

网大厂的“黑话”，因其晦涩、艰
深、别扭与不知所言，而成为独
特的语言谱系。应该说，其本
质 就 是 一 种 业 内 使 用 的“ 行
话”，公共舆论之所以将之说成
是“黑话”而非“术语”，是很耐

人寻味的。
一般来说，“术语”是褒义

的、积极的词汇，而“黑话”则是
贬义的、消极的。而所谓“互联
网大厂黑话”之说，本身就传递
了 民 间 舆 论 对 之 强 烈 的“ 看
低”。此类“行话”，貌似高大上，
实则是装腔作势、虚张声势，其
并不是严肃意义上的“知识生
产”或“概念创新”，而完全就是
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自嗨的文字
游戏。

我们知道，专业术语能够提
升表达效率，“术语”是专业人士
的通用语言，因为术语共通，学
术共同体内部谈论起专业议题
来也就简明高效很多了。与之
相较，“互联网大厂黑话”，则是
实实在在的“伪学”，属于生造硬
凑的“话术”。其实际后果，非但
不能提高沟通的效能，反倒会起
到相反的作用。

“互联网大厂黑话”之所以
大行其道，背后实则有两股深刻
的驱动力量。其一，就是互联网
大厂内部的科层博弈。装逼的

“黑话”，是大厂“中间层”的武
器，用以显示自己的专业性和

“贡献”，并对下建构起“排斥壁
垒”、对上飙戏邀功；其二，就是
互联网公司对外争夺公共话语
权、文化影响力的努力。时至今
日，互联网大厂不只是“商业英
雄”，更俨然成为价值图腾和信
仰权威。而输出“黑话”就是其

“文化输出”和“强化认同”的重
要路径。

通常，庞大的科层制结构
下，都不可避免地导向文牍主
义和繁文缛节，互联网大厂原
本就是一片文化荒漠，其从财
富成功转而“文化自信”爆棚，
自娱自乐无伤大雅，出来卖弄
就贻笑大方了。

“原价一千五，炒到四万
八，暴涨 31 倍！”据报道，这阵
子，随便刷刷微博和朋友圈，就
能看到国产球鞋的爆款涨价、
缺货的消息。以至于不少消费
者感叹：“感兴趣的国产鞋都买
不起了！”让人读出了无奈和不
满之情。

应该说，炒鞋只要在法律框
架内行事，并非不可。但是，如
果把这股来势汹汹的炒鞋风，视
为单纯的市场现象，那就太“天
真无邪”了。

有个背景不能不提。近日，
由于一些跨国企业无理粗暴抵
制新疆棉花，遭到广大爱国网友
谴责，一些洋品牌球鞋因此受到
市场冷遇。广大网友纷纷用脚
投票，支持国货，下单李宁、安踏

等知名国产品牌。这本是很正
常的事情。但是，一些炒鞋客

“捕捉”到了商机，仿佛闻到了
“血腥”，趁机转战国产球鞋市
场，兴风作浪。

炒鞋客在商言商没有错，但
是不能为了大发横财，就扔掉了
伦理，突破了底线。从某种程度
上讲，可以说是在消费广大消费
者的爱国心。

如此炒鞋，只有炒鞋客是赢
家，输家却有很多。一个是欲
哭无泪的消费者，特别是那些
怀有爱国热忱的普通网友，本
来一腔热情支持国货却被炒鞋
客薅羊毛，乃至当“韭菜”割。
另一个是经销商，正如报道所
称，“鞋贩子奔向国产品牌，买
断尺码、配色，市场价慢慢就是

他们说了算了，和经销商没关
系，和品牌商更没关系。”再一
个是国产鞋行业，通过非正常
手段把国产球鞋的价格升到畸
形地步，脱离了国产球鞋的真
实价位，最终伤害整个行业。

鞋是用来穿的，不是用来
炒的。遏制这种疯狂的做法和
歪风邪气，监管部门应该坚决
出手，通过法治手段为这轮炒
鞋热降温。生产厂家需要多想
出一些管用的好办法，比如随
机应变增加供应量等。此外，
经销商、品牌商也要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发力，压缩炒鞋客“作
妖”的空间。

多方携手、齐心协力，让炒
鞋客无路（炒鞋歪路）可走！

据人民网

“七旬老人理发店 3 年
消费200余万”“母亲美容院
4 个月花掉 91 万余元”……
近来，老年人在美容院“被套
路”的戏码接二连三。新闻
案例有点极端，但此类现象
却很普遍。

说来奇怪，老年人在菜
市场可以“斤斤计较”，怎么进
了美容院就“一掷千金”呢？

刚需是直接原因。人老
了，各种毛病都会找上门，小
到失眠、脱发、腿脚乏力，大
到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去医院吧，排队两小时、看病
两分钟；跟儿女说吧，不是没
空，就是嫌你啰嗦。

这时候，街边一些美容
店、养生店的机会就来了，一
些店主吃准了老年人的心
理，及时送来了“关爱”，“大
爷大妈”喊得亲热。有的老
年人是病急乱投医，有的老
年人则是花钱图个享受。

更主要的原因是老年人
辨识真假信息、接受新事物
的能力下降。用俗话讲，就
是收割你的认知、交智商
税。大多数老年人在“柴米
油盐酱醋茶”上有足够的经
验和消费理性，但是在医美
养生领域的消费上，他们常
常无所适从，旧的认知模式
和健康焦虑带来了非理性消
费。如果子女不帮助老年人
填补信息的盲区、情感的鸿
沟，他们很容易投向群体依
赖，被美容养生的“美丽陷
阱”所捕获，一些美容推销者
就自信地声称“儿女做得还
不如我们哩”。

近年来，各方的宣传教
育很多，子女的善意提醒也
不少，但一些骗术也在迭代
升级，继续招摇撞骗。非常
规的整治“剪不断理还乱”，
急需一些创新思路，例如同
为骗局，相关监管部门针对
金融和电信诈骗设置了“资
金 24 小时后到账”，再如健
身预付卡设置了“七天冷静
期”，都是从源头上控制，为
整治医美行业乱象提供了有
益借鉴。

未来，人口老龄化将是
趋势，“银发经济”的市场规
模还将继续扩大，需求得不
到有效满足，就会出现“劣币
驱逐良币”的现象。我国正
规的医疗美容服务紧张，社
区护理、家庭医生等“看门
人”建设也不足。当务之急
是补短板、强供给，从机制和
源头上更快更好地满足老年
群体日益增长的医美需求。

当然，长效机制“远水解
不了近渴”，子女关爱是最好
的“美容品”，陪伴是最好的

“保健品”，子女们还要尊重
老年人消费观的变化。爱美
之心，人皆有之，不分年龄，
要让老年人感受到自己“还
是曾经那个少年”。

据央视网评微信公号

近日，《墓地价格越来
越贵，还能买得起吗？》《面
对天价墓地，节地生态葬如
何“ 叫 好 又 叫 座 ”？》等 报
道，在网上引发热议。每至
清 明 ，“ 死 不 起 ”“ 白 色 暴
利 ”等 成 为 网 民“ 不 吐 不
快”的话题。

近年来，各地民政部门
出台相关措施为墓地价格

“降温”，然而部分地区墓地
价格仍居高不下。比如，北
京昌平天寿陵园 0.45 平方
米 的 墓 地 价 格 11.88 万 元
起；沈阳天山墓园一处 1 平
方米左右的传统墓穴价格 3
万元至 20 余万元不等；广西
南宁市良庆区一墓园 0.63
平 方 米 立 碑 墓 地 价 格 达
5.38 万 元 …… 面 对 高 价 墓
地，不少人既无可奈何，又
束手无策。

城市墓地价格上涨有
多方面原因，包括墓园周边
地价不断上涨，人工和原材
料成本不断提高等。中国
传统殡葬讲究入土为安，当
前大城市人口较多，部分城
市公益性墓地供给不足，墓
地成为稀缺资源，供需失衡
加速墓地价格“升温”。

墓地价格事关民生福
祉，要把以人民为中心、满
足群众殡葬需求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民政部下发
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
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
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减轻
群众负担，平抑殡葬服务和
丧葬用品价格。不少网民
表示，墓地价格不能只看标
价高低，更应关注是否符合
当地生活和工资水平。

给墓地价格“降温”，要
加强市场监管和殡葬服务
管 理 ，开 展 殡 葬 领 域 突 出
问题专项整治。殡葬服务
机构要严格实行收费公示
和 明 码 标 价 制 度 ，收 费 公
示要具体到墓地每一环节
所 需 费 用 ，避 免 经 营性公
墓盲目抬价，还要多开发公
益性墓地，缓解目前公墓紧
缺问题。

与此同时，要转变群众
丧 葬 观 念 ，培 育 文 明 新 风
尚。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
本国情，特别是在人口密集
的大城市，不改变现有的墓
葬形式，再多的土地也终将
被消耗殆尽。一边是动辄
数万元的传统墓地，一边是
低价环保的“绿色丧葬”，不
少人在抱怨天价墓地难以
承受的同时，却难以认同与

“入土为安”传统观念接近
的树葬、花葬、草坪葬等节
地生态葬。各地要从文化
引领、示范引导、宣传教育、
创新治理等多方发力，坚持
行业改革与移风易俗并重，
给高价墓地套上一把“锁”，
为行业新风打开一扇窗。

据新华社

观 点 1+1

给高价墓地“上锁”
为生态殡葬“开窗”

□黄庆刚王悦阳

麻 辣 观 点

美容养生坑老人
该治了
□万泉涌

热 点 锐 评

消费爱国心炒鞋 这股邪气必须狠刹
□秦川

“互联网大厂黑话”，不过是装腔作势的伪学
□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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