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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 本报实习生 高紫琦

  “这款奶粉高温冲泡后结块严重，营养
流失肉眼可见！”
  某短视频平台，在一个拥有数百万粉
丝的测评机构镜头前，竞品（指产品竞争对
手）奶粉在80℃热水中迅速凝结成团，而“恰
巧”入镜的委托方产品则顺滑溶解。评论区，
观众纷纷表示，感谢机构帮忙避坑，还是应
该“入手××奶粉（即委托方产品）”。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某短视频
平台上看到的一幕。
  上述现象并非个例。随着测评市场热
度持续攀升，一些本应助力消费者“规避消
费陷阱”的测评内容，却成为诱导消费的新
陷阱，变成商家夹带私货的途径。
  近日，小红书在其官方账号发布关于
“拉踩（意为通过贬低其他某人某物来吹捧
自己喜欢的人物，对比起来产生差异）测
评”的治理公告：禁止拉踩的形式包括“对
竞品抹黑攻击”“误导性对比”“非真实舆论
引导”，对于出现这类拉踩内容及水军账
号，平台会严格处置内容及背后账号，同时
相关品牌作为利益主体也会被连带限流、
扣品牌分。
  业内人士指出，平台生态中疯狂滋长
的测评黑产沦为有预谋的商业狙击工具，
消费者手中的“避坑指南”变成精心设计的
消费陷阱，这一现象亟待加强治理。

拉踩测评屡见不鲜

  今年年初，北京辛女士刷短视频时，
被某美妆博主的测评吸引。视频中，博主
将一款售价38.8元的精华液与千元大牌
产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宣称“成分同
源，效果甚至更好，大品牌使用后有时容
易爆痘”“大品牌除了价格比我们高，其
他都没我们好”。博主还展示了多张使用
前后的肌肤对比图，细腻透亮的肤质让
辛女士很是心动，评论区中“已回购三
次”“敏感肌也能用”的留言更是打消了
她的顾虑。
  实际上，下单前，辛女士观察到其展示
的产品包装图片上面没有任何生产厂家和
成分说明，但想到博主那么多粉丝，又号称
“亲测比大品牌安全”，便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购入。3天后，收到产品的辛女士按照博

主推荐的“厚敷法”使用，
当晚脸颊就泛起红疹，紧接
着灼热感蔓延至整个面部。次
日一早，她的双眼红肿，不得不紧
急就医。医生诊断为接触性皮炎，很可
能是使用劣质化妆品所致。
  辛女士回头查看产品链接，发现已被
下架，博主也关闭了评论区。“打着测评旗
号卖‘三无’产品，太无耻了。”辛女士愤
慨道。
  记者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检索发现，
与测评有关的投诉超过4000条。大量的拉踩
测评不仅会误导消费者，也会侵害生产者和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健康的市场秩序。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披
露的一起典型案例，揭露出拉踩测评的真
面目。
  苏州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在没有科学依
据的前提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测评文章，
随意对不同品牌的8款防晒衣的防晒力进
行对比，评论甲品牌“面料厚实、发货较
慢”，而乙品牌则“冰感十足、防晒强”，引导
消费者选择某些品牌的防晒产品。法院最
终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差评定制明码标价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第三方测评
初兴之时，部分头部账号率先开辟专业
赛道，通过实验室级检测、数据化对比等
科学手段输出测评报告，为消费者搭建
起直观的产品信息参考体系，大幅降低
了决策风险与试错成本。然而，随着测评
“蛋糕”做大，测评市场野蛮生长、测评博
主缺乏资质、测评标准五花八门、恶意抹
黑竞品、制造误导性对比数据等问题也
暴露出来。
  记者以合作需求为由联系数家MCN
机构发现，其手握大量测评博主资源。当记
者提出“美妆测评”“万粉以上”的需求后，
某机构迅速响应，不仅展示了详尽的报价
单，还精准推荐适配博主：博主粉丝量5万，
单条视频报价2000元，服务内容包括“定制
话术+拉踩竞品”；博主粉丝量15万，单条视
频报价1万元，服务内容包括“实验数据+水
军控评”；博主粉丝量100万，单条视频报价
3万至5万元，服务内容包括“红黑榜编排+
全平台分发”。
  一名不愿具名的MCN机构运营人员

说：“一些品牌方会提供攻击点，我们负责
将其转化成‘客观评价’。比如要求将竞品
洗衣液送实验室检测，特意用80℃热水测
试导致酶活性失效，再拍视频宣称‘去污力
为零’。”
  上述运营人员还透露，某测评机构会
用特制灯光照射竞品奶粉使其结块，再宣
称“质量异常”；美妆测评则给模特半边脸
涂劣质粉底，刻意拍出浮粉脱妆效果。
  “目前拉踩话术已然升级。”该运营人
员举例说，比如现在要求博主说“仅代表个
人体验”，但镜头刻意给竞品特写瑕疵。某
奶粉测评用显微镜拍正常乳脂颗粒，配音
却说“发现不明晶体”。

建立标准追责重罚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深圳博主王
某在测评某手机时使用“史上最垃圾的夜
景模式”“最渣的成像表现”“狗都不买的东
西”等言论，被法院认定构成名誉侵权。判
决书指出，“测评言论需以真实使用为前
提，侮辱性词汇超出合理批评范畴”。王某
最终被判删除内容、公开道歉并赔偿5
万元。
  “跑偏”“制动失效”“质量堪忧”……某
汽车测评机构的职业测评人章某，在未经
实际测评也无其他依据的情况下，对某新
能源品牌汽车作出负面评价。该公司将其
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章某公开赔礼道
歉，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前不久，
这一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选入企业名誉权
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自媒体博主和其他网络用户在发表
言论时，应当基于真实测评，并遵守诚实信
用原则。”湖南高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茜
说，合理的批评建议应建立在善意表达、尺
度恰当的基础上，测评人员尤其要秉持中
立立场，杜绝任何形式的夸大渲染、误导性
表述、人身攻击及恶意炒作行为。一旦测评
言论中出现嘲讽、侮辱性用语，或是传播未
经证实的虚假信息，便极有可能触及侵权
红线，相关责任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
  “当测评主体所输出的内容，与自身业
务或关联企业经营领域存在重合时，在开
展同类商品的横向测评过程中，切忌通过
刻意宣扬竞争对手产品缺陷和片面的对比
来抬高自身商品的市场竞争力。此类行为
极易触发不正当竞争的法律界定，使测评
主体面临潜在的法律纠纷风险，应审慎规
避。”吴茜补充道。
  谈及法律监管如何引导行业良性发
展，受访专家指出，根治拉踩测评需构建
天网式治理体系，如平台完善认证机制
与算法狙击，行业加强标准建设并建立
“黑名单”。
  在吴茜看来，平台可强制标注测评账
号的商单合作关系，对未认证账号限流。同
时利用AI识别实验数据造假，如发现同一
瓶粉底在测评不同品牌时色号忽深忽浅，
立即冻结账号。还可以建立跨平台测评人
黑名单库，当某博主因造假被某平台封禁
后，其他平台应同步禁入。
  “测评行业更需要加强自律，特别是要
建立相应的行业标准和自律准则，推广科
学的测评流程和透明的数据披露机制，测
评机构尤其应公开测评方法、数据来源及
利益关联等与消费者利益攸关的具体情
况。消费者自身也需要不断加强信息吸收
能力，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多方查证、
理性决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
尹旭说。
  “当前判赔额仍不足以震慑黑产。”
北京某法院一名法官建议，对恶意拉踩
测评适用惩罚性赔偿，如查处测评造假
案时，不仅要处罚博主，更要溯源追责背
后的品牌方，对委托制作黑稿的企业处
以重罚。
  受访的业内人士呼吁，相关部门加快
完善测评行业顶层设计，通过构建科学完
备的法规体系，精准界定行业准入资质，
统一规范测评流程与技术标准，为行业健
康发展筑牢制度根基。同时，自媒体博主
在开展测评工作时，务必恪守行业伦理与
法律规范，秉持客观中立的原则，严格把
控测评内容的真实性与公正性。要警惕为
追求流量而进行恶意差评、编造不实信息
等行为，以免触碰法律红线，最终承担相
应法律后果。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陈磊

  近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原县长李成群为反面典型，开展
“关键少数”家风教育，全县各乡镇、部门、国有企业200余名“一把手”及其家
属，4800余名“关键岗位”的党员干部接受警示洗礼。
  李成群的问题在于，因溺子爱妻而放弃原则，家风不正导致全家腐败。
  近年来，因家风问题导致的腐败案件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形式为弄权“夫
妻店”、敛财“父子兵”、贪腐“兄弟连”等，甚至扩展到兄弟姐妹、姻亲，共同构建
腐败网络，把组织权力变成了个人权力、家族权力。
  受访专家认为，家风建设是防范家族式腐败的有力举措。要坚持把家风建
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将家风建设融入干部监督体系。同
时，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对违反规定的领导干部要严肃
追责。

治家不严违法违纪

  被当作反面典型的李成群今年59岁，重庆石柱人，2016年3月任酉阳县委
副书记、县长，2021年7月任重庆市潼南区委副书记、区长。
  2024年1月，李成群在潼南区委副书记、区长任上落马——— 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同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通报称：李成群违反组织原则，不
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从事营利活
动；长期把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搞隐性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
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
  李成群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此次酉阳以其为典型案例，是为了让干部及家属认识到领导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自身不正、治家不严将会给事业和家庭带来沉痛代价。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发现，近年来涉全家腐败或家族式腐败的领导干
部不在少数。
  今年5月底，湖南省政协原主席李薇薇被提起公诉。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今年1月发布的通报，李薇薇对家人失管失教，大搞“全家腐”；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
  2024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文章披露了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委
原书记郑小燕严重违纪违法案，称其是“家风不正”的典型，她的丈夫、弟弟、妹
妹、女婿，甚至丈夫的妹夫、弟弟的连襟等多人参与腐败，共同敛财数千万元。
  对于这种全家腐败现象，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彭新林认为，近
年来，因查处一案带出一串、一窝的家族式贪腐现象比较突出。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当前腐败现象发展态势及其危害性。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少数党员干部家风不正，大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的勾当，使原则在亲情面前变通、底线在人情世故中失
守，才让其把家族当成了利益共同体，把权力当成了换取资本的工具，最终跌
向腐败的深渊、身败名裂。这些教训沉痛而深刻。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认为，全家腐败现象充分反映出领
导干部家风建设的重要性，也体现出领导干部身边人对权力运行影响的特殊
性。家风问题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腐败案件的共性问题，具有一定规律性
和趋势性。家风家教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廉洁自律具有重要影响，家风家
教出问题，领导干部极易陷入违纪违法的“泥潭”。

存在监督制约盲区

  彭新林梳理总结的全家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形式包括：
  ———“父子兵”贪腐齐上阵。腐败人员与子女勾结，通过子女代收贿赂或合
作经商牟利。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与其子共同受贿3558万
元，90%的贿款通过其子收受。
  ———“夫妻店”弄权敛财。配偶充当腐败“代理人”或直接参与利益输送。例
如，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纵容妻子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等项目。
  ——— 贪腐“兄弟连”。例如，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案中，
周江勇大搞“一家两制”，他和弟弟一个从政、一个经商，他利用公权力为弟弟
经商提供帮助。
  ——— 全家参与“敛财总动员”。腐败扩展至领导干部的兄弟姐妹、姻亲等，共同构建腐败网络。例
如，李成群案，其妻子、子女等亲属均参与其中，形成腐败共同体。
  在彭新林看来，这种腐败现象的危害显而易见。一方面，腐败人员把组织权力变成了个人权力、家族
权力，以公权私用的方式侵吞国家和社会财富，形成亲情与血缘、权力与利益相互勾连的利益链，严重破
坏社会公平公正；另一方面，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政治生态，带坏社会风气。
  宋伟认为，全家腐败现象使家庭或更大范围的亲属形成腐败利益团伙，并且具有相对的角色分
工，不当利益输送的隐蔽性强且打击难度大。
  为何会发生全家腐败现象？宋伟说：“一方面是个别领导干部自身存在问题，带动或纵容家人、亲
属利用权力影响力谋求非法利益；另一方面是现在对领导干部身边人的监督力度尚显不足。这说明我
国目前的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彭新林看来，如果说家风败坏是腐败的“温床”，那么制度篱笆不紧则为家族贪腐留下“暗道”。
“传统文化诱因也是原因之一，特别是封建宗族观念与‘封妻荫子’思想相结合，容易使公权异化为家
族利益工具。同时，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家风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甚至把以权谋私当作是关心关爱亲
属子女的人之常情的表现。”

构建严密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并纳入作风建设范畴。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都对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作出明确规
定，为规范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
  例如，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
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此外，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对不
同层级、不同类别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分别提出了禁业要求，对常态化管理的政
策措施和纪律要求予以明确。
  在宋伟看来，这些创新制度和举措，可以有效遏制在领导干部家属中形成的利益冲突，避免由于
家风不正产生腐败土壤的现象。
  宋伟建议，在此前探索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构建更为严密的制度体系，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形成充
分有效的制约，同时也要强化对领导干部及家属的有效监督，从源头上斩断“亲属腐败链”。应进一步
提高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监督的有效性，延伸对领导干部家庭的廉洁教育和监督。
  “还要从严从重查处全家腐败问题，以对领导干部及家庭成员产生强有力的震慑效果。”他说。
  彭新林认为，家风建设是防范家族式腐败的有力举措，为此应构建家风建设长效机制。坚持把家风建
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注重监督引导，将家风建设融入干部监督体系，强化对党员干部
抓好家风建设的教育监督、日常提醒，对发现领导干部家风方面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及时约谈提
醒，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实现组织监督与家庭监督同频共振、家风涵养与权力规范相互促进。
  “还要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及亲属经商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同时
要严格核查、督查和问责，对违反规定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追责，对不如实报告或未及时纠正的，给予组
织处理或纪律处分，以监督执纪问责推动领导干部做到廉洁齐家。”彭新林说。

□ 本报记者   王家梁 
□ 本报见习记者 胡特旗 
□ 本报通讯员  刘 奇

  国家惠民政策明确规定，每年应为65
岁以上老人提供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助力
老年病早发现早治疗。然而，贵州省望谟县
人民检察院在一次开展老年人权益保护专
项工作中发现，该县部分偏远农村老人竟
不知有此福利。
  这项惠民政策，为何未能惠及当地全
部老人？
　　带着疑问，检察官立即行动。实地走访
卫生院核查数据、询问老人、调阅9个乡镇
(街道)老年人体检材料……调查结果令人

忧心：辖区内竟有1700多名符合条件老年
人未实际享受免费健康体检服务，损害了
老年人合法权益。
　　面对政策执行“打折扣”问题，望谟
县检察院果断对该线索进行公益诉讼立
案办理。在全面调查核实基础上，依据
《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依法向负有监督
管理职责的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责任，完善长
效制度机制，加强对老年人健康体检工
作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国家惠民政策
不落空、不走样。
　　为推动检察建议整改落到实处，望谟
县检察院积极搭建沟通平台。邀请老龄工

作专家、有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召开整改联
席会，共商整改措施：行政机关组织对未体
检老人实施“一人一策”精准补检；在全县
16个乡镇(街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对7622名
老人进行登记造册管理；出台《望谟县卫生
健康系统监督管理制度(试行)》，推动长效
监管。
　　针对偏远农村老人体检难的核心痛
点，望谟县检察院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
门，推动行政机关加大对偏远农村地区
老年人健康体检的投入力度，为全县16
个乡镇(街道)配备了移动体检服务车。
“送检上门”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村就能
享受体检，有效破解了边远地区体检不
便的难题。

　　此案办理并未止步于个案整改。望谟
县检察院以案为鉴，创新研发了督促医疗
机构依法开展老年人体检法律监督模型。
该模型已在黔西南州检察机关复制推广，
成功发现同类问题线索3件，发出检察建议
3件，推动区域内老年人健康体检服务更加
规范。
　　国家惠民政策终落“实”。近日，望谟县
检察院邀请老龄工作专家、县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一起，通过查阅体检资料、实地询
问老年人等方式开展专项“回头看”。结果
显示，1700多名未曾享受到服务的老年人
均已享受免费体检政策，老人们脸上露出
笑容，国家惠民政策在望谟县真正打通了
落地“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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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黑产沦为有预谋的商业狙击工具

1700多名老年人也享受到免费体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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