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网红，我师弟是‘垫
底辣孩’，他1000多万粉丝，我
280万粉丝。航班延误了5个
小时，我要求航空公司给我特
殊照顾。”近日，一男子因不满
航班延误，亮出自己网红的身
份，指责空姐、质问机长名字，
之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
视频，引发广泛关注。以网红
身份要求给予特殊照顾，类似
的事件屡见不鲜，让不少网友

“惊掉了下巴”，也不禁发出这
样的疑问：是谁在助长“网红特
权”这种歪风邪气？

1月3日《法治日报》

航班因为天气等客观原因
造成了延误，这名乘客为了所
谓的“维权”，不但表示自己是
有280多万粉丝的网红，而且还
抬出了另外一个拥有1000万粉
丝的“超级网红”，表示他是自
己的师弟。尽管事后被对方以

“素不相识”“毫无关系”而狠狠
打脸，但是通过这件事，还是引
发了社会各界围绕“网红特权”
的讨论。

所谓的“网红特权”，就是
一些人利用自己在网络上拥有

众多粉丝的网红身份，要求他
人或单位给予自己特殊的照
顾，或者是满足自己不合理的
要求。

而根据媒体的报道，近年
来已经有多名网红，打着探店
的名义要求餐饮企业给自己提
供免费的餐食和服务，被曝光
以后，也是舆论哗然。有网友
一阵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借助
网红身份耍特权的做法，一方
面表明他们根本不清楚自己几
斤几两，妄图凌驾社会道德与
国家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如果
这种现象不尽快得到遏制，那
么势必会诱导更多人拼命想成
为网红，然后也享受“网红特
权”。

从某个角度来说，拥有大
量粉丝的网红，也算是公众人
物，既然身为公众人物，更应该
时时处处以身作则，遵守社会
公德和法律法规，而不是利用
自己的影响力来企图绑架舆
论，谋取特权。这是道德与法
律所不允许的，如果维权超过
或逾越的“度”是法律上的底
线、红线，将受到法律规制，有
可能承担民事责任，也可能涉

及治安上的寻衅滋事，甚至刑
法上的敲诈勒索。

“网红特权”这股歪风，确
实该好好刹刹了。其一，作为
网红发声的网络平台，是网红
影响力得以形成、传播和扩散
的重要渠道。网络平台可以通
过将粉丝评价、监管部门调查、
处罚信息等记录在网红的诚信
评价体系中，将严重违反法律
法规、公众人物道德要求和污
染环境的网红列入黑名单，来
加强对网红行为的监管和引
导。其二，网红主播的职业化
能够校正行业发展方向，避免
行业处于野蛮生长状态，对粉
丝数达到一定量级的主播，可
以提出考核与持证要求，或是
发挥直播行业协会作用，推动
设立网络主播信用评价体系，
形成网红主播从业门槛、退出
机制等，持续净化网络空间。
其三，有关部门应建立行业规
范和从业道德规范，全面落实

《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关
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
播管理的通知》《网络主播行为
规范》等法律规章，不断完善监
管与规范、自律与他律的制度。

晚报评论邮箱：nbwbplpl@163.com

热点追评

街谈巷议

2024年的第一天，陈慧与
往日一样，推着自己的小车又
出发了，她依然要到浙江余姚
市梁弄菜市场摆摊，开始一天的
生计。“我的第三本书已经出版
了，今年还有第四本会出版。但
我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变，我还是
菜市场的小贩，只不过会写一点
自己喜欢的文字。”说起最近的
生活，陈慧挺乐观的。

1月2日《宁波晚报》

在流量社会，“菜场女作
家”的走红，不仅在于“职业身
份”与“角色扮演”的对比与反
差，也在于普通劳动者丰盈精
神世界的需求得到越来越多的
尊重和认同。每个人都有“诗
和远方”，每个人都有精神诉求
和情感需要；画画也好，写作也
罢，都具有情绪价值，都是“精
神食粮”。“菜场女作家”的出
圈，说到底就是突破了文艺与
普通劳动者的界限，成为“颜色

不一样的烟火”。
面对命运的不公，陈慧没

有低头，而是用文字记录生活
的感悟与点滴。“贴地而活”的
菜市场小贩，也有自己的喜怒
哀乐、悲欢离合；白天当小贩，
夜晚里写作，充满市井气、烟火
气的菜市场，给予了一些人以

“心灵救赎”。在菜市场摆摊的
近 20 年里，陈慧遇见过形形色
色的人和故事，让她的写作更
为厚重、更为灵动。

哲学家本雅明曾说，纪念
无名者比纪念名人更困难，历
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
忆。让菜市场小贩从被忽略、
被漠视的匿名状态，成为生动、
鲜活的有情绪情感的主体，这
或许就是“菜场女作家又出书
了”的样本价值。“再低微的骨
头里也有江河”，普通劳动者需
要被看见、被听见、被关怀。

在普通劳动者得到越来越
多关爱和呵护的今天，在越来

越多“小人物”被关注、被共情、
被牵挂的当下，普通劳动者质
朴、平常的生活因为文学、艺术
而变得璀璨夺目。虽然“菜场
女作家又出书了”没有从根本
上改善和优化生存生态，但普
通人丰盈精神世界的努力与付
出不应该被忽视和轻慢，而是
应该得到更多的“温柔相待”。

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追求，“菜场女作家又出
书了”在物质与精神的角力中
实现了平衡。那些外表平凡、
习惯沉默的群体，通过文学、艺
术找到了一条了散发出灼灼光
芒的道路，让普通劳动者变得
与众不同。在关注普通劳动者
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多地关心
关切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也是
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

摆摊是为了生计，写作是
为了灵魂；菜市场的鸡毛蒜皮
和热闹喧嚣背后，隐伏着一群
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渴望。

“菜场女作家又出书了”
丰盈精神家园没有止境

杨朝清

“网红特权”
这股歪风该“刹一刹”了

苑广阔

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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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小问题”
跟着“过大年”
郭元鹏

去年12月13日、20日，宁波
民生e点通平台，对于群众留言
板上的23条久久未得到部门回
复的网友诉求进行了曝光。经近
段时间受理，截至1月2日截稿
时，其中10条已得到回应，尚有
13条仍“红灯”高挂。呼吁有关
部门加快回应和解决的速度。

1月3日《宁波日报》

其实，这些“仍然没有回应的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都
不是什么大问题，严格意义上来
说都属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之
所以说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
因为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复
杂，只要涉及到的单位和部门重
视一下，就能解决掉、解决好。那
么，这些“仍然没有回应的问题”

“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都是些什
么问题呢？比如，慈溪广泽路烟
火里附近的非机动车道去哪儿
了；余姚城东路东侧一地块何时
才能覆盖绿化；云河颂楼盘广告
是否“傍地段”违反广告法；北仑
辽河路西侧草坪被破坏......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
很好处理。就拿“机动车道去哪
儿了”来说，不过是需要有关部门
合理布局道路的分工而已。就拿

“地块何时才能覆盖绿化”来说，
其实也挺简单，地块不大，不过是
栽几棵树的问题。就拿“违反广
告法”来说，不就是现场查处一下
吗？

“鸡毛蒜皮的小事”虽然不
大，却都是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
儿”。这考验的依然是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为民的一颗心。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这是对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的要求。既然老百姓

“有所呼”了，涉及到的单位和部
门就应该“有所应”。好解决的，
要立即解决。不好解决的，也应
该坦诚地回应公众的诉求，给出
合理合情的解释。当我们的有关
部门、有关单位能够面对问题多
些坦诚的心态的时候，即便“问题
一时不能解决”，老百姓也会理解
包容的。

其实，这种拖拖拉拉的现象
并不是个别地方的问题。马上到
春节了，单位和部门的工作千头
万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
涉及到的单位和部门而言，还是
需要多抽出时间，去解决群众的
问题和诉求。什么工作再重要，
都不如回应百姓诉求、解决群众
问题重要。民生、民情、民意，才
是最重要的工作。2023 年的问
题，不应该到了 2024 年不解决。

“回应问题不过夜”的精气神还得
保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