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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世相

4月1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
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即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第6号文件），规定
称将组织建立、管理全国广播电视统
计信息系统（含大数据统计信息系
统），建立完善全国广播电视统计信息
数据库。该规定已于2020年3月20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
过，自2020年5月5日起施行。

4月14日 人民网

规定中要求，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
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数
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
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
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
收听率（点击率）。

早在 2010 年《人民日报》带头揭
露收视率数据作假之后，有关“收视率
数据存在重大问题”的声音一直在业
界流传。曾有某影视制作公司老总爆
料，其公司新剧目开播后，不断有电视
研究机构要与其合作，称可以以推广
费换取收视率，一年只需5000万元便
可进十强，如想要单部电视剧基础目
标平均收视率达到1.4%，每集剧的推
广费用为6000元；如达到1.4%及1.4%
以上，每集剧的推广费用封顶为7000
元。对此，尽管有关方面作出过声明，
却很难弭除人们心中的疑虑与困惑。

所谓收视率，也许真的是争夺市

场的一大“法宝”，以至于好多地方卫
视不惜作假，也要让收视率“被提
高”。说到底，无非是受利益驱使，想
通过“提高”收视率的方式，来扩大本
台的影响，多吸引一些广告商，最终
达到创收的目的。

讲求经济利益并没有错，但也得遵
守行业规则，更得尊重观众权益。收视
率明明体现观众的普遍态度，为何要去
作假，甚至因此“收买”样本户，公然剥
夺他们的权利呢？而那些千挑万选出
来的样本户，竟然为了一点蝇头小利，
便放弃原则和立场，乖乖听从安排，叫
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无疑也是令人遗
憾的。

其实，相当多的观众从来就没搞
清楚过所谓的收视率究竟是怎么弄
出来的，换句话说，压根儿就没把收
视率当回事儿！从某种程度上讲，收
视率也许只是一场游戏而已，对观众
来说，并无实质性意义。看电视选择
什么台、什么频道、什么节目，当然是
凭观众自己的喜好决定，又关收视率
几何？况且，并不全面的抽样调查方
式，原本就代表不了广大观众的真实
意见表达。更何况，谁又能保证它们
就百分之百清白，完全反映实际收视
情况了？

可见，真正的“收视率”还在观众
心中。作假让收视率“被提高”，得到
的不过是暂时的几个小广告、一点小
利润，而坏了的却是自己长远的名声，
观众会在心底唾弃，用遥控器投票的！

真正的收视率在受众心中
谁也造不来
孙仲

阿拉有话

严勇杰 绘

因为养狗而发生矛盾的
事，在全国多地都有发生。
近年来，西安、杭州、苏州、温
州等多个城市出台犬类管理
条例。今后，宁波也将有地
方性法规对不文明养犬行为
进行约束、处罚。

据悉，《宁波市养犬管理
条例》已报经浙江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3月
26日批准，将自2020年6月
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重点

管理区每户限养一只，超养
每只最高罚1000元；任何单
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养犬管
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投诉、举
报。

宁波晚报生活号
我又睡着了：要对狗的

主人进行约束和规范，挂牌、
讲卫生、牵狗绳、打疫苗、不
随意丢弃，社会才会和谐。

茅家大公子：养犬管理，
重在执行，刻不容缓。

亦：猫呢？

近日，京城一些水域中
出现大量珍稀鸟类的身影，
但是个别观鸟人用无人机肆
意追逐飞鸟，他们自以为的

不经意举动，极大地影响了
鸟群，甚至导致一些鸟类停
止觅食休息，飞离本地。

4月15日《北京日报》

《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6月1日起施行
重点管理区每户限养一只
超养每只最高罚1000元

一个星期前，宁波45岁
吴女士，因为吃了一口“芋艿
头”，嘴巴发麻、脸都肿了！
当医护人员看到这个“芋艿
头”时，不禁吓了一跳：这哪
是芋头啊，这是海芋！俗称
滴水观音！

滴水观音茎内的白色汁
液有毒，滴下的水也有毒，误
碰或误食其汁液，就会引起咽
部和口部不适，严重的还会窒
息，导致心脏麻痹死亡。皮肤
接触它的汁液，会发生瘙痒或

强烈刺激，眼睛接触汁液，可
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甚至失
明。因此医生提醒，要尽量减
少接触滴水观音，有小孩的家
庭最好不要种植滴水观音。

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

一朵许大仙儿：啊？这
东西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
原来有毒啊！

老徐：对于不熟悉的东
西，还是小心为妙，宁弃不
食。不然的话，得不偿失。

宁波45岁女子咬一口就中毒
严重者可致命！这植物很多人家里都有

胡晓新 整理

无人机追逐无人机追逐
惊扰飞鸟惊扰飞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人久
居家中“憋”坏了。随着复工复产，各
种聚会聚餐也多了起来，不少市民开
启了“报复性吃喝”模式。就在这几
天，鄞州二院接连收治了几名因大吃
大喝导致急性胰腺炎的患者。

4月15日《宁波日报》

居家“憋”坏了之后就聚餐，而且
顿顿大餐，好酒好菜伺候，如此“报复
性吃喝”，决不会有好结果。大吃大喝
进了重症监护室，就是严厉的警告。
身体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只不过为
了满足一时的口福，实在是得不偿失。

吃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在
那食物长期短缺的年代，人们的脑海
里，长时间镌刻着饥饿的烙印，食不
果腹的恐惧始终难以磨灭。对于吃，
有着强烈欲望以及天然的亲和力。
在结束了一年辛辛苦苦的农作以后，
阖家团圆，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慰劳
自己，为下一年的劳作打好身体的底
子，实属必要。就算邀请亲朋好友欢
聚一堂，大快朵颐，也是人之常情。

现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食物已经大大丰富，缺吃少喝早
已经成为过去时。但是，吃文化一直
流传至今，动辄聚会聚餐的习俗，并
没有因为人们生活的富裕而有所改
变。“劝君更尽一杯酒，走出餐馆成路
人”“筷子跟前论长短，酒盅里面说深
浅”“拿得起放得下的，除了筷子，还

有勺子”“酒到喝时方恨少，肉遇减肥
才嫌多”成为一种另类的价值观；“问
君能有几多愁，喝完白酒喝红酒”“小
隐隐于小聚，大隐隐于饭局”“人生的
最大杯具：客人还在，酒瓶空空”“不
求饺子馅儿似的心碎，只求高度酒似
的心醉”愈加成为人与人之间交际、
沟通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不管是
请吃还是吃请，仍然周而复始，根本
停不下来。

曾几何时，大家牢牢记住了医学
专家所说的“管住嘴，迈开腿”的健康
养生基本要求，吃要讲究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而且只吃七八分饱；动则
要求天天行走，至少万步以上。目的
就是为了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为
健康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经历了疫情的严峻考验之后，
人们终于逐步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
生活秩序。压抑了多日的郁闷心情，
也随之烟消云散。为了庆贺这来之
不易的胜利，放开肚子吃个痛快，心
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老祖宗苦口
婆心告诫我们多少年的“病从口入”
的道理，千万不能置之脑后，只当做
耳旁风。“管住嘴，迈开腿”是健康生
活的基石，而暴饮暴食则是许多疾病
的主要诱因，实属健康的死对头。更
何况，在战“疫”的“后半场”，过多扎
堆聚餐以及胡吃海喝等还容易违反
防疫“规矩”，对自己与他人都没有好
处。

“报复性吃喝”为何根本停不下来
郑建钢

街谈巷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