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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刘文辉）

近日，长乐区农业农村系统负

责种子监管的相关人员，专程

来到位于航城街道泮野村村口

的专业种子农资经营店，检查

春耕备种情况。据了解，开春

以来，长乐区已储备到位优质

杂交早稻种子1万公斤。

连日来，长乐区农业农村

系统负责种子监管的相关人员

“兵分多路”，先后到金峰、江田、

古槐、玉田、航城等乡镇（街道），

督促经营者第一时间做好水稻

种子储备，保证即将开始全面备

耕的农民朋友在“家门口”随时

可以买到品质优良的种子。

长乐区农业农村系统相关

负责人介绍，适合长乐主要农业

乡镇种植的高产优质杂交早稻

新品种“盛泰优 018”“杉谷优

533”等已成为今年春耕备种的

主流，备种量占到全区春耕备种

数量的 90%以上。不仅如此，

相关部门还专门储备了 1万公

斤应急杂交水稻种子，保证全

区春耕生产用种“有备无患”。

海都讯(记者 刘文辉 通
讯员 陈琳) 2 月 26 日晚，长
乐猴屿乡猴屿村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板凳灯龙”民俗活动。

夜幕降临，伴随着锣鼓和
鞭炮声，“板凳灯龙”出街“闹”
新春。只见一人高举龙珠左右
挑逗，龙头不断追逐着龙珠，龙

身时起时落，或上下翻腾，或左
右摆动，在夜空中腾空而舞，气
势恢宏。

据了解，“板凳灯龙”是猴
屿独具特色的传统民间习俗，
民间相传其起源于明代戚继
光抗倭。当年，戚继光受命来
到长乐，从中原带来的文化和

习俗在这里生根发芽，其中就
包括“板凳灯龙”民俗活动。

猴屿乡猴屿村负责人介
绍，“板凳灯龙”分“龙头”“龙
身”“龙尾”3个部分，主要由板
凳组成。板凳之间用一木棍
相连，每一个木棍由一人拿
着，每条板凳上都扎着花灯。
在猴屿，舞“板凳灯龙”一般选
择农历正月十七和中秋节。

长乐优质杂交稻种储备到位 长乐：百米“巨龙”舞动侨乡

“先看测评”成大众消费习惯，但不少平台、博主水平参差不齐，甚至存在“以商养测”等乱象

“第三方测评”如何让消费者更安心？

未体验即作负面评价
测评博主被判赔2.3万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
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范世
乾表示，针对“第三方测评”
机构发布的内容，市场监管
部门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精准定性、严格执法。“属于
广告范畴的，根据《广告法》
进行监管，看相关测评内容
是否构成虚假广告；若构成
不正当竞争，根据《反不正

当竞争法》予以处罚；涉嫌
推销假冒伪劣商品的，根据
《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予以处罚。”范世乾说。

北京市中闻律师所律师
李斌则认为，相关部门应明
确规定从事“第三方测评”的
准入条件，设置基本准入门
槛并制定合理的申请审批机

制，对从事商业行为的测评
账号进行统一备案管理，强
化对测评人员的审核，推进
实名制认证、商品信息认证，
使测评者和商品信息有源可
溯，营造良好的“第三方测评”
环境；夯实“第三方测评”主体
责任，做到“谁测评、谁负责”；
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
建立消费投诉的“绿色通道”。

事实上，当某个产品被
不同的测评博主反复推荐
时，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会
被吸引，想要进行深入了
解。这时候，测评博主为了
建立信任，就会拿出一些所
谓的“官方数据”“科学文
献”，让家长产生一种“安全
心理”，认为这个产品是经
过权威认证的，可以消费买
单，从而完成收割。

而所谓“第三方测评”
从营造消费焦虑入手，制

造信息差，评测数据根据
自身体验展开，主观分享
的观点误导粉丝群体，不
仅检测标准五花八门，测
评质量大相径庭，有的还
与商家有利益关联，以测
评为名帮助商家鼓吹产
品、诋毁同行。

这些测评账号往往缺
乏科学性和权威性，在测评
过程中以偏概全、断章取
义，比如谈到某些元素时抛
开剂量谈毒性，以颜色、外

观等无关指标引导消费者
购买。不少测评主播也没
有营养师、医生资质等官方
背书或平台认证，经过短期
培训就上岗，直播稿写什么
他们说什么。

此外，卖哪家产品，测
评就倾向于哪家，选择性引
导的科普更成为测评博主
的常态，部分达人甚至利用
早期的职业光环和影响力，
让粉丝自行得出结论，实现
隐蔽带货。

整齐划一的分析工具、
风格统一的装修陈设，以及
领夹上同一款用于收声的
麦克风……在不少“测评风
格雷同”“注册 IP一致”的母
婴测评账号里，主播们一边
打着“客观测评”的幌子，一
边发表“主观感受”。

一位宝妈在给孩子选
择钙片时，看到不少评测博
主都在推荐同一个品牌的
一款液体钙，论调也出奇一
致，“液体钙孩子更好吸
收”。她进一步了解后发
现，从吸收的角度来说，两
种并无区别。另一位宝妈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她表示
买东西前都习惯先看测评，
前段时间给孩子选 DHA，

看到不少博主推荐同一个
品牌的T油，而咨询几家头
部奶粉品牌，客服称奶粉里
添加的DHA都是 S油。查
阅相关资料才发现，两种油
在功效上基本没有差别。

本应保持独立的“第三
方测评”一旦偏离了客观公
正的立场，与商家进行利益
绑定，测评就会从消费者的

“帮手”变成既可能误导消
费者，也可能伤害相关企业
的“帮凶”。

“当一个账号打通盈利
模式后，资本就会复制出一
批雷同账号。这些小成本
复制的账号一边通过持续
曝光占领消费者心智，完成
带货，一边也避免某一个账

号遭遇限流和封禁，流失粉
丝。专注于打假某一个测
评账号，确实费时费力。”一
位从业人员无奈地说道。

类似母婴行业这样的
测评现象并不少见。中消
协曾对 12个互联网平台共
计 350 家“第三方测评”账
号进行体验式调查后发
现：93.1%的“第三方测评”
涉嫌存在测评标准类问
题；55.7%的“第三方测评”
涉嫌“商测一体”“以商养
测”模式；37.2%的消费者
反映通过观看“第三方测
评”购买的商品出现过质
量问题；35.7%的“第三方
测评”存在涉嫌虚假测评
类问题。

网络购物已成为大众消费习惯，但面对网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如何才能选出合适的？消费者愈
发把“测评”平台和“专家”博主（以下统称“第三方测评”）提供的信息作为重要参考。

可“第三方测评”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平台和个人甚至“以商养测”“以测养商”，还有商家联合达人通
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借着评测、科普的名义引导销售，干扰消费者做出正确判断。

近日，苏州互联网法
庭审理了一起因测评引
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一
测评博主未购买、体验带
货博主的商品，却在测评
视频中发表测评言论，视
频中还包含了带货博主
肖像，以及侮辱性语言等
否定性评价。法院判决
认定侵权，要求两被告公
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
损失2.3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民法
典规定，行为人为公共利
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
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
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
应遵循合理限度和真实
为前提，否则应依法承担
侵权责任。该条款为本
案原被告等自媒体从业
者基于公共利益实施舆
论监督提供了免责基础，
但其所发布的言论应当
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为

前提。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

本案中，江某在其发布视
频中对于某某所售乳胶
床垫作出“垃圾东西”等
负面评价，均非基于其本
人的测评或体验而发表，
且缺乏对可能引发争议
内容的必要调查，未尽到
审慎注意义务。其中“垃
圾博主”“没有底线”等言
论，具有损害名誉的故
意，存在明显过错，客观

上降低了于某某的社会
评价，构成名誉权侵权。
同时，江某在视频中擅自
使用于某某肖像，构成肖
像权侵权，也应承担相应
侵权责任。

法院认为，苏州某床
垫公司系案涉测评账号
运营方，江某系案涉视频
出镜人，两被告直接参与
案涉视频的发布，构成共
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

原告于某某是一名从
事自媒体和电商直播的大
V，全网拥有 3000 余万粉
丝。2023年 5月至 8月，一
粉丝数30余万的测评博主

“某床垫聊睡眠”，发布了
一系列针对于某某在直播
中推广的乳胶床垫、乳胶
枕等产品的评价视频。

其中在 2023 年 5 月 4
日，“某床垫聊睡眠”发布
了作品描述为“请继续给
你的粉丝带来价值，而不
是卖垃圾乳胶！#乳胶粉
尘危害#”的视频，不仅使

用了于某某的照片，还包
含了“几千万粉丝的网红
是如何吃里爬外的”“卖垃
圾，给消费者带来垃圾”等
内容。2023年 5月 12日、8
月6日，该账号又陆续发布
了“全网卖这么多乳胶枕
头产品，十个泰国也做不
出来”“大网红就这么缺钱
吗，割消费者‘韭菜’”等内
容。

经调查，该测评账号
为苏州某床垫公司运营，
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江某出
镜录制。

原告向苏州互联网法
庭起诉，于某某认为江某
及公司捏造歪曲事实，使
用侮辱性的言辞，已构成
了对自己名誉权和肖像权
的侵害。江某及公司则辩
称，虽然没有做专门的实
验进行专业佐证，但在拆
卸乳胶床垫的过程中产生
了很多粉尘，使用过乳胶
床垫的消费者怀疑鼻炎以
及皮肤病是因床垫而导致
的。对其发表的言论，其
认为属于为公共利益实施
舆论监督的合法行为。

说法：
夯实主体责任 做到“谁测评、谁负责”

手段：
营造消费焦虑 制造信息差

乱象：
与商家利益绑定 失去客观公正立场

法院认定系名誉权侵权

未购买就“恶评”

□新闻多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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