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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热评热热

日前，一篇带有“人民网”标识的评论文章《低
俗炒作博眼球，爆“瓜”文化不可取》在网上传播，
然而警方发现，该文章系不法人员假冒媒体名义
杜撰。有媒体进一步调查发现，此类仿冒正规网
站的行为并非偶发事件。

这背后已然发展出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只
需花费几百元、几千元，无需提供任何个人身份信
息、无需备案，技术人员即可按照客户需求制作违
规网站。记者随机联系到的一位网页开发人员，
半小时内就根据要求完成了仿冒网站页面的设
计，与原网站相似度近乎百分之百。

式样：细看这一领域的顽疾，关键还是在于搭
建网站技术门槛不高、成本也低。

花荣：假冒网站居然如此容易，服务如此“贴
心”，价格如此“亲民”，实在让人震惊。

春天的故事：很多人或多或少遭遇过仿冒网
站的欺骗。

和谐：一般人若不留心查看，很难发现端倪。
除了技术层面的因素外，仿冒网站让人眼花缭乱，
也与“需求”较为旺盛有关系。

种花得花：随便检索一下，在网上公开招徕
“克隆”网站生意的比比皆是。

山峰：因为有着强劲的“需求”，此类黑灰生意
才会呈现出畸形的繁荣。

心心相：仿冒网站看似简单而廉价，但危害巨
大，背后对应着一个个领域的造假欺诈行为。

风筝：监管机构要发挥技术优势进行日常巡
查，一旦发现疑似仿冒网站，及时通报被仿冒主
体、进行确认，最后由工信部门、公安部门等严肃
查处。

现代：仿冒网站之所以泛滥并让部分网民信
以为真，利用的就是专业信息差、部分网民的鉴别
能力不强，以及“知假买假”者心存侥幸。

阿坤：线上也好，线下也罢，贪图利益、爱走捷
径的心理，始终是骗子和造假者的阶梯。

圆满：擦亮眼睛，注意辨别，不扫描来源不明
二维码，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轻易向陌生人转
账汇款。 据人民网

“这路才修好没几天，怎么又开挖了？”很多
市民都有这样的疑问，“拉链路”一词也由此出现。

“拉链路”，即反复“开膛破肚”、长期“缝缝
补补”的城市道路。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步伐
的加快，各地的道路施工“多点开花”，呈现出一
片“挖呀挖”的繁忙景象，城市“疤痕”也在一次
次痊愈与复发中循环。客观讲，地下管线是城
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保障市民日常生活正
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人们愿忍一时不便、享长久
便利。然而，诸如前脚刚埋土、后脚又开挖这类
频繁施工现象，着实给不少市民带来了阵阵“痛
感”，亦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有必要追问，

“拉链路”症结何在？
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比如，不同单位缺

乏统筹协调，“各扫门前雪”。城市地下管网分
属水务、城管、燃气、电信等主体，各方如果对建
设计划、工程实施、运行维护等缺乏长远规划、
统一规划，就无法实现数据的整合共享。再比
如，城市管线精细化管理水平较低。我国目前
约70%的城市地下管线没有系统的基础性城建
档案资料，部分管网数据不完整、权属不清晰，
以致城市更新只能逐年分步推进实施。此外，
受限于资金、计划等影响，不同的施工单位难以
确保同时开工。

莫让“拉链路”变为一种流行的“城市病”！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就做实城市“里子”推出了
很多创新性举措：住建部起草完成《城镇地下管
线管理条例》（送审稿），从地下管线管理体制机
制、规划建设、应急防灾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多部委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有关工作
的通知》，指导各地全面查清城市范围内地下管
线现状，规范地下管线建设维护；深圳正式上线
道路挖掘计划管理系统，推出“道路挖掘计划一
张图”功能，以期最大程度减少施工扰民现象
……城市地下管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牵涉面广、波及单位多、影响范围大。唯有加
强和创新管网治理模式，多措并举推出更多实
招硬招，才能有效减少地下管线“形似蜘蛛网”、
地上施工“你方挖罢我登场”的“任性挖”乱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
出，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加
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深
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方向已明确，行动
正当时。相信随着各地不断聚合部门力量，大
力推进综合管廊建设、自然资源管线信息“一张
图”等措施，我们的道路不仅会更加畅通，城市
亦会更加亮丽。

说到鉴宝，许多人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央
视曾经打造的《寻宝》《一槌定音》《天下收藏》等
电视栏目，几位专家评委围坐一圈，收藏爱好者
次第登台展示宝贝，观众能听到许多有趣的历
史典故，学到一些鉴别古董的知识，也能在公布
真伪的“屏息一刻”与当事人共情。

如今，随着直播行业的发展，许多鉴宝主播
吃到了流量的红利，在直播间中通过远程连线
的方式替人鉴宝，也有人做起了自己的生意，随
之而来的却是各种争议。日前，拥有千万粉丝
的网红“听泉鉴宝”学历遭质疑，10月12日，账
号的毕业院校信息由此前的“北京大学”改为了

“女子中学”，目前已停播。此前，这名主播的连
线环节也常出现“国宝泄露”和“挖掘出土”等争
议画面，甚至引发相关部门的关注。

从鉴宝栏目到鉴宝直播，这类节目为什么
能火起来？部分观众认为，鉴宝将许多枯燥的、
专业性极强的内容用较为通俗的方式展现出
来，让“内行看门道”和“外行看热闹”各得其
乐。相比真正的古玩收藏者而言，看热闹的路
人观众、带着好奇来学习的“小白”、喜欢主播本
人风格的“乐子人”，都是这类直播的核心受
众。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自发宣传，以及各类“二
创”“切片”视频，才让主播成功出圈。

鉴宝直播迅速走红的背后也暗藏着许多风
险。说到底，鉴宝是一件专业的事情，一眼辨真
假有时并不靠谱，专家与“砖家”的能力天差地
别。而网络直播则带有很强的娱乐性质，有时
候需要主播团队搞些“节目效果”，二者的边界

在哪里？主播是否应该对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和
严谨性负责？从此次有关“听泉鉴宝”的学历争
议或能窥见一二。

涉事主播曾用“别再神话我了”“互联网身份
都是网友给的”来回避有关自己学历的提问，部分
观众认可其直播内容的质量，希望他能“继续搞
笑”，但更多观众希望“较个真”。没有人愿意在涉
及个人财产的问题上被忽悠，纠结“是否北大”既
是想要看看主播是否诚信，也是希望在鉴宝和直
播这两个同样“水很深”的领域寻求一份真实。

诚信是主播长期立身必备的品质，守法是
直播长远发展必要的前提。今年7月人社部公
布的19个新职业中，网络主播正式入列，这对
直播行业既是激励，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
次关于“听泉鉴宝”的争议也暴露出部分主播实
名信息缺乏核验，平台的内容监管存在漏洞。
此外，部分主播存在的炒作噱头、虚假摆拍等问
题同样为我们敲响警钟。目前，包括直播鉴宝
在内的众多分支领域相关法律和行业规定尚不
健全，包容不同直播风格的同时，直播内容的底
线红线也要明确。

戏说历史的台本多种多样，但历史的真相
只有一个，鉴宝这一与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行
业，同样需要在“分岔路口”作出选择——是在
专业领域持续深耕，还是向着搞笑人设大步迈
进？说到底，如“听泉鉴宝”这类主播，大多从未
公开表示“对鉴定结果负责”，而是在灰色地带
打“擦边球”，若真有爱好者全盘听信其分析，恐
怕免不了吃亏上当。

莫让“拉链路”变“城市病”
静子

直播鉴宝不该是灰色地带
默达

稳步增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1至9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达2147 万辆和2157.1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1.9%和2.4%，汽车产销量保持同比
稳步增长态势。

新华社

“数字迷宫”
线上预约“犯难”、被二

维码“绕晕”、算法推送“成
瘾”……随着智能技术广泛
应用，一些老人在出行、就
医、消费等日常生活场景中
面临操作困难，犹如陷入

“数字迷宫”。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