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丽

近日，有朋友四处询问，希望了解哪
里出售的蔬菜是绿色有机的，以便购买
给孩子食用。在商品种类如此丰富的当
下，人们产生这样的选择焦虑，反映出两
个问题：一是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日益重
视，优质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二是优质
农产品尚未被大众广泛认知和认可。

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人们
正从“吃得饱”，向着“吃得好、吃得健康”
大步迈进。在笔者所处的社区团购群
中，部分绿色有机且品质优良的蔬菜、水
果，即便价格略高一些，订单数量依旧十
分可观。当下，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与
日俱增，并且深刻认识到，防病比治病更

为重要。所以，诸多家庭在自身经济条
件许可的情形下，于食材挑选方面，更愿
意为健康买单。比如，吃鸡蛋会挑选笨
（土）鸡蛋，吃鸡肉会选散养的土鸡，吃猪
肉会挑散养的土猪肉，吃菜更偏向绿色
有机……

然而，一些被曝光的以次充好、挂羊
头卖狗肉、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的事
件，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近期，有关
部门对12种线上线下的“原切肉”进行检
测，结果显示有 7 种含有添加剂，其中 2
种添加剂超标；“某某0”酱油本是商标，
却按零添加进行推销，曾一度登上热
搜。这种涉嫌欺诈、严重侵害消费者权
益的行为，无疑挫伤了人们的消费热情，
消耗了公众对品牌的信任。此外，信任

危机还源于信息的不对称。据中国消费
者协会调查，有67%的受访者对市售有机
食品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技术赋能正逐步开启透明化窗口。
通过农产品溯源系统建设，消费者的信
任度得到了显著提升。沧州市青县市场
监管局在大型商超推出果蔬食品安全溯
源机制。居民在商超购买果蔬食品时，
用手机扫描果蔬标签上的溯源二维码，
食品的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农残检验等
信息就会一目了然。福州雪美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上市的蔬菜均配备了一张“电
子身份证”，这张凭证详细记录了蔬菜从
播种、施肥到采收的“成长经历”。这种
全程可追溯的电子化闭环管理模式，不
仅使公司实现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数

字化管理，更赢得了群众口碑，并有效提
升了蔬菜销量。

在当前提振消费的背景下，我们应
竭尽全力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进公众视
野，为市民营造一个舒心、放心的消费环
境，从而激发其消费热情。一方面，地方
政府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如在品牌建设
与宣传、物流体系完善、溯源体系构建等
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另一方面，生产者亦
需提升自身实力，强化品牌意识和品质意
识，确保货源充足且产品保持一致性。

供给与消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消费引导供给的优化方向，优质供给引
导并创造消费新需求，若供需两端协同
发力，消费领域必将释放“春潮涌动”的
活力。

期待更多优质农产品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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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 观 点

□ 王博

从一线都市到四五线县城，从三岁
顽童到耄耋老人，网络微短剧已然成为
全民“电子榨菜”。很多短剧虽然很土、
很尬，却凭借密集的反转与情绪宣泄精
准戳中观众爽点，令人欲罢不能。

《中 国 微 短 剧 行 业 发 展 白 皮 书
（2024）》显示，我国微短剧用户规模达
5.76 亿人，占整体网民的 52.4%，超过了
网络外卖、网络文学和网约车用户数量，
跃居数字生活榜单前列，微短剧市场份
额首次超过中国电影全年总票房。然
而，全国 8 万多家微短剧企业每年推出
的数百部微短剧中，竟鲜有作品叫好叫
座、火爆出圈。我们禁不住要问：难道短
剧行业只能容得下一个“爽”字？爽过之
后，又能为观众留下点什么？

笔者看来，与其说是短剧市场火热
繁荣，不如说爽文短剧在大行其道。打

开任意短剧平台，“霸道总裁”“逆袭打
脸”等标签霸屏。应该看到，文化作品是
时代的映射，爽文短剧的流行折射出社
会对快速成功和简单解决方案的渴望。
如果放任爽剧主导市场，对大众审美、价
值导向、行业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爽剧因其简单粗暴的审美，失去了
影像作品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从画面
看，为适配手机竖屏观看，大量作品将镜
头局限在人物面部特写、镜头语言过于
直白，难以给人美的享受。从剧情上看，
剧本往往以情节反转和情绪释放为卖点，
它迎合了观众的即时满足感，却牺牲了人
物塑造的逻辑性与故事发展的合理性。

作为一种流行度很高的影视形式，
短剧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不容忽视。好
的短剧能够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引导
人们思考和讨论现实问题，帮助建立正
向的世界观、价值观。然而，爽剧往往过
于理想化，忽略了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可

能会让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些爽
剧为了追求流量，不惜采用低俗、庸俗的
内容，甚至毫不避讳地宣扬拜金主义、权
力崇拜，与正确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爽”带来传播优势的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掣肘了微短剧行业的长远发展。爽
文题材的短剧，内容雷同性高、可替代性
强、剧情模式单一，很容易让人审美疲劳。
流水线式的剧本生产方式，频繁引起知识
产权纠纷。我们应支持那些传递正向价
值观念、凝聚社会共识、更具思想深度的
作品，只有这样，短剧这一新兴艺术形式，
才能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微短剧市场应该做到百花齐放，让
历史剧的厚重、家庭剧的温情、军旅剧的
热血、现实题材的锐度，都能在这里找到
创新表达的出口。期待更多创作者从追
求“爽感”转向追求“质感”，在艺术表达
与文化表达上更进一步，为观众提供更
有营养的精神快餐。

微短剧创作不能一味求爽
□ 李霞

“天天不经允许用低角度偷拍穿裙子
的女生，就应该真诚地道歉！”近日，上海
一名女教师在安福路怒怼爷叔偷拍的视
频在网上爆火，不少网友为女教师的勇敢
行为点赞。

安福路被称为“街拍的宇宙中心”，常
见一群“老法师”拿着“长枪短炮”在此蹲
守。不管是平面模特还是普通人，都成了
他们拍摄的对象。无视他人隐私、未征询
被拍摄对象意见就按下快门、录起视频，这
样的街拍让人感到不适，甚至成为公众普
遍困扰。

公共场所不能百无禁忌，越界行为不
能有恃无恐。街头偷拍愈演愈烈，热门儿
商业街的管理部门应该正视街拍的危害，
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路人的正当权益。各
大平台上带着“路人视角”“街拍辣妹”等
标签的图片、视频数不胜数，平台应该做
好内容审核、尽快下架相关图文视频，而
不是继续充当偷拍照片的集散地。

对无底线、无边界的行为人人“怒
怼”，街上的偷拍行为才可能销声匿迹。

据《北京晚报》

别让街拍成偷拍

□ 王彬

近日，浙江诸暨火车站公交场站的工
作人员收到一封 88 岁高龄老人的感谢
信，上面还有二十多位老年人的签名。信
中说，21路王海锋师傅的“毫米级停靠术”
成为老年乘客口耳相传的绝活，他把后轮
与站台边沿的距离控制得恰到好处，老人
们可以轻松一步上车。

王海锋师傅一天数次，数年如一日，
都能做到“毫米级停靠”。每一次精准停
靠的细节，经年累月的坚守，都彰显着他
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职业精神。

在王海锋师傅眼里，这只是一件微不
足道的小事，是他应该做到的本职工作。但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却给乘车老年人带来极
大便利，有效提升了他们的出行体验。

王师傅和这群老年人的真情互动是
一段文明佳话，也浸润着世道人心。其给
社会带来的启示是，做一个好人真的没有
那么复杂，把平凡事做到极致就是非凡。

据《钱江晚报》

“毫米级停靠术”
极致平凡就是非凡

特朗普的等待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