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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傅建伟 于超蓉

　　

　　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颇

多，“园中园”“厂中厂”普遍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为保障

安全，武义县认领“一厂多租”专项整治“小切口”，构建

“三大员”（企业安全员、园区安全员、属地网格员）安全

管理组织架构体系和“县—乡—村—企”四级联动治理

体系，“一厂多租”企业各类人员培训率、特种作业人员

持证上岗率、应急演练执行率均达到100%。

　　在“红木之乡”东阳市，一些木制品企业普遍存在

违章搭建、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为此，东阳市认

领木制品生产加工企业安全管理“小切口”，建立“一企

一档一册”，明确红木行业安全管理技术标准，逐一对

标整改，违章建筑拆除率、安全管理员配备率、“三合

一”场所整改率均达到100%，火灾数同比下降45.5%。

　　这是金华市全域开展9个小切口精准治理试点、以

“小切口”撬动“大平安”的生动缩影。《法治日报》记者

了解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对平安的新期盼，金华市结合

当地产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小切口”项目作为

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的重要保障予以推

进，凝聚起平安建设的磅礴力量。

　　数据显示，试点以来，金华市治安案件受理数、刑

事立案数同比分别下降23.6%、6.6%；安全生产事故亡人

数、交通安全事故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8%、14.68%，并

形成《电动车规范充停联动联创机制》等21项制度成果。

多元合治成效颇丰

 　位于兰溪经济开发区的浙江长隆纺织有限公司，

是一家主营棉化纤纺织加工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有600

多名员工。走进该公司，只见一排崭新的电动车充电桩

已经投入使用。

　　“公司新装的充电桩方便了电动车充电，这是为职

工办实事解难题。”员工小陈边扫二维码充电边高兴

地说。

　　据了解，兰溪市有在册电动车16万辆，充电设施严

重不足，私拉飞线充电等消防安全隐患问题突出。对

此，兰溪市深入实施电动车规范充停试点，加大违规充

停行为整治力度，并采用国企投资建设、第三方运营模

式管理，在小区、机关单位、企业、商圈等场所建成充电

桩点位2900多个，能同时满足50000多辆电动车同时充

电，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零发生”。

　　婺城区作为金华主城区，外卖骑手交通事故高发，

是存续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为此，婺城区开展外卖小哥

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大力构建“2+18+N”联管联防体系，

迭代开发“婺安行”交通违法整治平台，外卖骑手交通

事故起数、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9.42%、100%。

　　永康市规模以上企业超千家，流动人口达50多万

人。为破解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难题，永康探索党建引领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镇街全覆盖建立流管窗口，

全面推行“一村（居）一警”“房东协会”等做法，打造老

乡版、乡村版、企业版服务管理平台，与支付宝合作开

发“安居丽州”App，实现流动人员10秒钟完成居住

登记。

　　人民群众的需求就是“小切口”项目努力的方向。

试点以来，各地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以实际成效传

递民生温度。

源头治理夯实根基

　　随着城市化不断提升，高层住宅越来越多，消防安

全隐患不容小觑。在浦江县浦南街道东方和园小区、浦

阳街道兰山庭院小区，有部分高层住宅的屋顶救援平

台和逃生通道被业主改装成自家房间等，造成安全隐

患。经过专项整治，这些违建已经被一一拆除。

　　针对历史遗留的高层建筑逃生通道违建问题，浦

江县运用“六大战法”，发现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6659

处，拆违2326平方米，逐步消除占用逃生通道、高层违建

等安全隐患。

　　整治高层住宅消防隐患的“小切口”试点也在义乌市

同步开展，当地深入构建“楼长责任制”和“3+N”消防管理模

式，推行“五化”工作法，今年以来未发生高层住宅火情。

　　武义县聚焦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深入

开展路面交通隐患“清零攻坚行动”，对违法行为人实

行“123”宣教机制，着力提升其交通安全守法意识。自专

项整治以来，全县主要路口平均守法率提升至91.25%，

亡人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25%，道路交通守法率提升至

全市第一。

　　平安建设不是短期性的“冲刺赶考”，而是一项长

期性的战略任务。试点过程中，各地以“小切口”为支点

推动源头治理，持续深化夯实平安建设根基。

数字赋能安全监管

　 “禁止电瓶车进入电梯，请立即退出……”在浦江

县浦阳街道沁华园小区，住户小张刚把电动车推入电

梯，电梯内的阻停系统便立即发出语言警告，小张赶紧

把电动车推出电梯。

　　“针对高层住户把电动车推入电梯上楼充电的消

防隐患，我们安装了电瓶车进电梯阻停系统，有效阻止

电动车进梯入户，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保障居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沁华园小区居润物业负责人黄礼正介绍。

　　试点以来，浦江县、义乌市对高层小区安装电瓶车

进电梯阻停系统，切实消除电瓶车上楼充电的消防

隐患。

　　金东区认领物流园区专项整治“小切口”项目后，55

家园区企业建立“五清单一标准”，明确管理机构职责，

同步打造“园区人车智控”场景应用，746台叉车升级智

慧监管系统，实现园区企业进驻、人车进出底数清、情

况明。

　　武义县研发“行有序”系统，有效识别违法信息16.5

万次，识别准确率达96%。

　　磐安县研发工程车管理系统，数字赋能实现对在

建工地、驾驶人员和车辆精准治理，工程运输车交通事

故同比下降40.80%。

　　金华开发区以公安警务码为基础，研发“一码五用”应

用，分类分批打造示范点，破解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难题。

　　“我们将持续谋划实施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有亮

度的‘小切口’项目，更加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

夯实平安根基，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护

航添彩。”金华市平安办主任、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林纪平说。

切实消除电瓶车上楼充电隐患
金华做实“小切口”撬动“大平安”

有的“暴风吸食”一口气猛吃几斤大肥肉 有的“剑走偏锋”干吃火锅底料

深夜，“大胃王”吃播又回来了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万鹏

　　

　　将整个蒸西葫芦一口吞下，连吞3个；先一口吞下

一块肥腻的蒸肉，后两口吞下整根大血肠，嘴巴里被塞

得满满当当的……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观看30多场深夜吃播，并采访

相关业内人士了解到，深夜时段，被明令禁止的“大胃

王”吃播又回来了。这些主播一般在晚上11点以后上线，

在“吃吃吃”的同时推销产品或植入广告。

　　这样的吃播有观众吗？记者在北京市西单地区随

机采访了50位常刷手机看短视频的中青年网友，得到的

肯定答复高达九成。他们的理由各种各样：有人说想吃

东西却需要控制体重，看吃播可以“云解馋”，还有人说

看主播大快朵颐非常解压。

　　受访专家指出，这些主播不惜损害自身健康做吃

播，无非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带货挣钱，与此同时假

吃催吐、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不断涌现。在吃播的

舞台上，主播应当自觉遵守准则和底线；平台要从社会

公共利益角度出发，对于浪费粮食、宣扬量大多吃等变

了味儿的吃播进行删除、关停、封禁账号等处理。

观看吃播实现心理代偿

　　“不要眨眼姐妹们，看我一口一块鸭血！”

　　“（金针菇）加一片，再加一片，再加一片，再加一

片，七片一口闷给不给力！”

　　“大肥肉想看老弟几口拿下？老弟给你们秒一个！”

　　类似的深夜吃播在各直播平台上并不少见，一口

气吃下十碗凉皮、一顿吃掉八捆面线、一小时狂吃十斤

肥肉，引发网友惊叹和叫好。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看别人吃饭”？记者于12

月11日至14日连续3天观看多个平台30位吃播的弹幕和

评论发现，夜间0点左右是吃播观众发送数量最多的时

刻。他们深夜观看吃播的原因多半是“自己吃不到或不

能吃，看别人吃过过眼瘾”。

　　北京市民张秋便是深夜吃播的忠实爱好者，“每当

我看到颜色鲜艳的食物，看到主播大口大口地吃东西，

发出的声音让我禁不住咽口水，我整个人非常享受，很

解压。”

　　同样喜欢看深夜吃播的北京白领李霞说：“我属于

易胖体质，总是控制自己不能吃太多东西，所以当我看

吃播视频的时候会比较兴奋，因为看他们在吃的时候

仿佛我自己也吃到了一样，非常满足。”

　　另一位吃播爱好者王格坦言，她也是在减肥时期

接触的吃播，比较关注“大胃王”类型，主要是出于抑制

食欲的目的。“你看人家吃那么多东西之后，就感觉到

他们很撑啊，觉得自己好像也没那么饿了。”

　　“人们通过观看吃播视频来代替实际上的大快朵

颐，是一种典型的心理代偿。人的精神系统是一个相对

闭合的系统，总是处于趋向平衡的动态过程之中。谋求

平衡的过程不过是以欲望为核心的‘心理能’从一种心

理结构和要素当中转移到另一种心理结构和要素当中

的过程。”在北京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陈静告诉记者，

在深夜的饥饿状态下，观看吃播就成为许多人对于“食

欲”或其他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一种代偿性手段，将自己

对美食的渴望转移到吃播身上。

　　记者采访发现，有些观看吃播的人虽然内心并不

认可“大胃王”等吃播类型，但在猎奇和审丑心理的作

用下，仍然忍不住点开视频去一探究竟。比如，王格最

先接触吃播就是因为想要看看“怎么有人可以吃那么

多？”“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吃那么多东西？”“怎么个吃

法？”“吃什么东西？”

　　受访专家认为，驱使受众点开吃播视频的正是人

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当好奇心满足时，会产生极大的

舒适感，于是在屏幕后贡献点赞、生产评论的观众一边

吐槽重口味吃播，在视频剪辑的蛛丝马迹里揭露“大胃

王”的骗局，一边又欲罢不能地点开一个又一个“土味”

吃播，吃播的流量就上去了。

凭借猎奇吃法吸睛引流

　　流量，刺激主播不断进行内容生产。

　　记者在连续3天对深夜吃播的观察中发现，不少主

播在追求速度与数量的跑道上“勇往直前”，几分钟内

“暴风吸食”大盆拉面，一口气吃多块肥肉；有主播在追

求新奇刺激的赛场上“剑走偏锋”，生吃章鱼海胆、干吃

火锅底料，以此突出重围博得眼球。

　　12月11日凌晨3点50分，记者进入名为“××爱美

食”直播间，女主播肩膀上站有一只鹦鹉，身后还放着

一个装满牛蛙的圆柱形容器，此时直播间上线人数超

过6000。

　　“新来的宝宝想看炖蛤蟆的扣888，想看油炸蚕蛹的

扣111。”当评论区扣出一串“888”后，她开始起锅烧油，

将两只大牛蛙放进平底锅。与此同时，旁边的小锅中还

在炸着3只喷泉虫和2只蚕蛹。

　　牛蛙出锅后，该主播将牛蛙放在餐盘里，有滋有味

吃了几口之后又换吃别的食品，比如生吃山药、茄子等

蔬菜。当网友问为什么不把“蛤蟆”吃完时，她说“还有

最后一只蛤蟆，留给后面来的朋友看”。整个过程有许

多“吓人”“害怕”的评论，她则回应“这都是直播效果，

大家生活中不要模仿”。

　　此时，还有吃播直播间传来“吃小兔子”“吃小老

鼠”的声音。不过，此兔非彼兔此鼠也非彼鼠，而是一种

名为“蜡瓶糖”的糖果，因其丰富的颜色和独特的咀嚼

声而吸引观众。此类吃播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九宫

格”为主，依靠吃播过程中咀嚼、吞咽的声音来吸引粉

丝；另一种是通过试吃比较新奇的食品，如内脏、生腌

类来吸引观众眼球。

　　记者注意到，最吸引眼球的还是“这么能吃”。

　　“我就把这一根大血肠塞进我的嘴巴里，右下角的

小红心能不能到20万。”

　　“来，我再加上一块大肥肉，一次性让你们看得得

劲，过瘾一点。”

　　“来吧来吧，直接给大家哐哐‘炫’。”

　　这是在河北保定做深夜吃播的王敏（化名）在直播

间和观众互动的场面。为了排除评论区提出的“血肠是

不是有猫腻”的质疑，王敏时不时用刀子在血肠上插一

下，还要往血肠上浇一点醋。

　　“就是要吃这种大块的、肥腻的食物才能吸引观众

来看。”王敏告诉记者，其实真的不好吃，有些肉过于油

腻，需要不断撒糖、浇醋才能吃得下去。

　　在王敏的直播间评论区，记者注意到两种声音不

断出现——— 一种是在表达对吃播的同情，“不要再吃

了，对身体不好，不油腻吗”；另一种声音则在催促王敏

继续吃，“再加一块，不要说话了，快吃快吃”。

　　“不好吃，吃不下，但是必须吃，不然没有人看，卖

不出去货。”王敏称，在直播间吃东西都是为了“上

人”，只有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和热度达到一定程度后，

才开始带货，带货才是最终目的。“在直播间不停地吃

东西是为了吸引观众的‘噱头’。最后直播中购物车里

卖的东西和我们吃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那才是我们

的重点。”

　　据业内人士介绍，深夜吃播分为很多形式，和那些

吃很多鲜艳的、馋人的美食不同的是，王敏这类吃播被

称为“土味”吃播，以猎奇的吃法吸引人眼球，特点就是

以大量的五花肉、血肠、鸭血、肥肉等肥腻食物吸引

流量。

　　在山东做深夜吃播的李伟（化名）则是以大肘子、

猪头肉、卤大肠为主要食物，每天晚上开播一直到凌晨

1点钟，拿着一块1斤重的鸭血直接往嘴里塞，这是李伟

每晚的“规定动作”。

　　“不好吃，有点腥。”李伟说自己有时候真的快吐

了，但还是要对着镜头大吼“这块鸭血看老弟给你们秒

一个”“给力吗，给力的话在评论区打给力”。记者观察

发现，李伟一晚上吃了差不多10斤大肥肉。

  “真的都吃进去了还是吐了？”记者问。对此，李伟

只是嘿嘿一笑。

　　大概到午夜时分，李伟就会对直播间的观众说，

“最后上一拨人，再上上人，得再带一拨货才能结束”。

　　记者注意到，在王敏、李伟等人的直播间里，也存

在直播带货没有到一定数量绝不下播的情况。接近凌

晨1点，他们会根据当日成交量来决定“再等等”，或者

吆喝“等再上最后一拨人”“再卖最后一拨货”。

　　“一般上播时间比较固定，下播时间会根据直播情

况和卖货情况来调整，有时候播到凌晨1点，甚至凌晨2

点或3点。”王敏说。

服用药物盐水催吐食物

　　“天天这么吃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呀？”

　　“真吓人，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东西的？”

　　记者注意到，一些观众虽然爱看吃播，但也提出质

疑：吃播们，真的吃了吗？会不会造成食物浪费？

　　对于这些问题，有主播解释“自己有暴食症”，有主

播说“从小就能吃，小时候饿怕了，现在什么都想吃”

“我代谢比较快，肠胃不好，一天上好多次厕所，吃完和

没事人一样”……

　　在浙江从事吃播的“水晶”告诉记者，其实主播都

是为了赚钱而吃，不然谁会每天拼命吃。每个人的胃容

量是有限的，大多数通过抠嗓子或者吃药来催吐。“我

基本靠消化，但体重已经从90斤涨到120斤了。”

　　王敏告诉记者，自己直播中途休息时间都要去厕

所拉肚子和催吐，才能保证接下来的直播，每天将近4

个小时的直播中间都要“吐一吐”。

　　李伟对吃播背后的一些“操作”略有耳闻，比如有

的深夜吃播会在直播前“吃一些催吐药，或者喝一些盐

水来刺激胃，目的就是能够让自己在直播间隙随时吐

出食物”。

　　“有的深夜吃播还会在直播时用一些假食物，或者

通过镜头视角的转换，来呈现出大量食物的假象，或者

用一些纸巾或是口香糖垫在嘴里，让自己看起来嘴里

塞满了食物。”李伟向记者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的

他将一枚鸡蛋直接塞入口中，不停咀嚼，一副享受美食

的样子，十几秒后他的喉咙处吞咽了一下，接着拿起另

一枚鸡蛋塞入嘴里，看似大快朵颐，“观众以为这样就

咽下去了，其实鸡蛋已经被吃播藏在舌头下面。这样的

吃播技巧需要长时间练习，不然容易呕吐，间隙再吐一

吐，一桌子菜很快就能被一扫而空”。

　　而这也是有的深夜直播间有两名以上主播“轮番

上阵”的重要原因。“换人的这个间隙很重要。”李伟说。

　　在王敏的直播间里，就有两个主播轮流进行吃播，

当一个主播吃得有些累了或者受不了了就会换另一位

主播继续吃。王敏说：“为了缓解一直吃带来的压力，我

们有时会暂停吃，去回复直播间的提问和反馈，但这往

往会被观众指责‘只说不吃’。”

　　一级健康营养师郑育龙告诉记者，“大胃王”吃播

容易给公众带来一些不科学、不健康的信息和价值传

达，尤其是会造成对于健康方面的误解。一个人的胃容

量因体型、年龄、性别而有所差异。当人饥饿时，胃的容

量大概在50毫升左右，进食大量的食物和水时，胃容量

可以达到3升至4升。如果吃播长期暴饮暴食，容易导致

身体代谢和内分泌严重紊乱，引起免疫功能下降，还会

造成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因为这种暴饮暴食会造成大

量的脂肪堆积，形成胰岛的抵抗，容易引发高血压、高

血糖、高尿酸，进而诱发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甚至容

易发生猝死。

　　在谈及催吐对人体的伤害时，首都保健营养美食

学会会长王旭峰说，由于胃里面含有大量胃酸，而胃酸

是人体中唯一一个强酸性物质，如果反复催吐，就等于

反复让胃酸灼烧食道，长此以往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

另外这种吃了再催吐的行为违背人体自然规律，也会

损伤肝胆胰腺，时间长了就会形成看到食物就想吐的

条件反射，即厌食症。

完善信用监管加强惩治

　　“假吃”固然引人反感，但该行为背后的食物浪费、

虚假营销、货不对板等问题更值得警惕。

　　记者注意到，在短视频平台吃播评论区，有大量网

友留言称浪费食物可耻，还有人反映商品质量有问题、

收到的货品和直播的货品完全不同、售后服务跟不

上等。

　　2021年11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发布《反食

品浪费工作方案》，强调要严格食品浪费相关信息监

管。其中提到，禁止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务

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

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

　　禁令之下，许多“大胃王”主动转型、淡出江湖。可

不到两年，新一拨“大胃王”又在深夜回来了。背后原因

为何？

　　“流量变现是‘大胃王’吃播死灰复燃的根本原因。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主播们禁不起诱惑铤而走

险。”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

宁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社交平台上的深夜吃播主要分

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和MCN机构签约，成为比较垂直的

吃播美食博主；另一种则是由自己运营，通常由三四个

人组成一个团队。

　　王敏和李伟都属于后者。据王敏介绍，她做吃播

后，除去食材等开销，一个月至少可以挣15000元。

　　李伟则介绍，签约MCN机构的主播一般薪酬都是

“底薪+提成”的形式，签约MCN机构的优势在于盈利渠

道更加多元，从短视频到探店、广告、直播带货，获利更

多，但大部分钱在机构手中，一些尾部小网红吃播赚的

钱可能还没有单干来得多。“一些大家熟知的大吃播主

播，机构和主播能达到五五分成。而一些新人主播，则

根据成交额来定提成，大概在10%左右。” 

　　某MCN机构经纪人告诉记者，如果是个人主播做

带货，收入分成主要看每个单品的客单价、供货商提供

的利润空间。

　　记者浏览多个短视频平台发现，还有一些深夜吃

播给自己定位为“养成系美食主播”“美食分享+聊天带

货”，当有一定粉丝基数后，就会通过“开通橱窗”或“挂

小黄车”的方式赚取佣金。

　　“这些主播通常打着‘普通人创业直播’‘不用唱歌

跳舞就能日入四千’的旗号，靠立人设、画面美、聊共鸣

来留观众，在粉丝达到一定量后就会转型为直播带

货。”有业内人士透露。

　　在湖北武汉做吃播的莎莎（化名）在直播中坦言，

必须吃肥肉才能卖得出去货，不吃就卖不出去，“我们

的大部分收入基本来源于卖货”。

　　“当观众看到主播们在镜头前狼吞虎咽时，身体会

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从而感到愉悦和放松，但不应

忽视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陈静说，“粒粒皆辛

苦”，爱惜粮食的传统不该丢也不能丢。吃播应该成为

地域文化、美食文化的传播者，平台上有人主打家常

菜，有人专攻便利店，还有人走“社牛”路线，邀请陌生

人共同进餐等，这些观看量也不输“大胃王”。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在吃播的舞台上，平台不能利

字当头，要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对于可能引起公众

不适的视频先审后发。针对浪费粮食、宣扬量大多吃等

变了味儿的吃播，要给予删除作品、关停直播、封禁账

号等处理。平台有义务引导主播积极推广健康的饮食

文化，从而减少对“大胃王”吃播的关注。

　　“对于主播而言，‘吃播’是一份工作，需要遵守准

则和底线。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建立

信用监管和联合惩治，对被封号的主播进行严格监控

等，和平台一起采取机器学习算法、人工审核和举报机

制等多重监管方式，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传

递正确健康的社会价值观。”郑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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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理深夜直播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