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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是微商不敢
卖的吗？最近，有些人朋友
圈里的微商，竟然已经开始
卖新冠疫苗了。

据报道，被曝光的微商
文案主要有两条，一条写着

“需要新冠疫苗的联系我，
可做出口，产量低需排队，9
月 2 日正式上市”，配图是
一个橙色包装盒；另一条则
称，“498 元一支，总共打 3
支，已经出来了。医护人员
和出国人员可以先用。差
不多年底就能普及了”，配
图是一张白底黑字有蓝绿
边的疫苗盒。

记 者 通 过 这 两 张 图

片，扫码查询到这两款“疫
苗”背后的公司。两家公
司均表示，目前疫苗还在
临 床 试 验 阶 段 ，没 有 上
市。原来，连微商都在玩
概念股、超前点播，还自带
穿越功能。只可惜，产品
穿越到了未来，这也是透
支自己的未来，甚至是透
支一个行业的未来。

必须指出的是，哪怕这
两款疫苗是“准产品”，微商
文案中的宣传也已经明显
违背事实。比如，文案称

“498 元一支”，但武汉生物
制品研究所表示，不仅未上
市，也未公布价格。再如，

文案称“9 月 2 日”上市，但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晓明
表示，乐观估计最快或于今
年底或明年初才上市。

所以，所谓的“498 元
一支”“9月2日上市”，都是
无稽之谈，是微商们脑补的
事实、强加的细节。

我国《疫苗管理法》第
35 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不
得向接种单位供应疫苗，接
种单位不得接收该疫苗。
换句话说，市场上的疫苗，
只能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供应，什么时候轮到朋友圈

的微商了？更何况还是新
冠疫苗。

另外，哪怕是可以由微
商进行销售的产品，根据我
国《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
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
者。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
容的真实性负责。而这两
条微商文案，虚假度和误导
性何止一点点？

那么，既然微商不能买
卖疫苗，相关疫苗也未上
市，问题就来了：他们何以
敢堂而皇之地在朋友圈叫
卖？可能的原因大致有两
个：一是，他们根本就是借

着“新冠疫苗”的幌子，进行
欺骗消费者的活动；二是，
他们真觉得自己能够通过
非法渠道拿货。

无论是哪一种，都涉嫌
违法犯罪。事实上，在朋友
圈叫卖疫苗，本身就已经涉
嫌违法了。

市场监督管理、卫健委
等部门不妨积极介入，顺藤
摸瓜，好好查一查这些微商
背后到底是一番怎样的操
作，通过已有案例的坚决查
处，也是在给其他微商或其
他平台的商家提醒：有些领
域是绝对不能伸手的，伸手
必有代价。

连新冠疫苗都敢卖的微商，胆子未免太大了

□张丰

浙江省高考满分作文
《生活在树上》引起人们的
广泛关注，浙江省考试院 8
月 13 日宣布，停止高考语
文阅卷组组长陈建新参加
国家教育考试工作（含高考
评卷等），对网民反映的其
个人其他相关问题，有关部
门正在调查核实。

浙江省考试院认为，这
篇作文的成绩评定过程符
合评卷工作规范，但是作为
语文评卷组作文组长的陈
建新老师，在评卷结束后未
经允许擅自泄露考生作文
答卷及评卷细节，严重违反
了评卷工作纪律——这个
处罚，针对的是他“擅自”把
作文试卷发给某刊物的行
为。

这是调查的第一步，浙
江省考试院的态度和速度
都值得肯定。人们也期待
着就网友真正关心的问题，
考 试 院 能 够 提 供 更 多 信
息。某种意义上说，这篇作
文通过刊物和公号发布出
去，这个发布本身，恰恰是

“好事”。它不仅让人们广
泛讨论“什么样的作文才是
值得提倡的”，也让陈建新
老师的一些争议做法暴露
出来。

最初，人们针对的是文
章本身。一篇晦涩的、充满
囫囵吞枣式的典故和人名
的文章，被评为满分，对未
来参加高考的孩子可能是
一个不好的示范。但是，随
着讨论深入，人们发现了另
外一些问题：这篇作文的风
格，与陈建新的某本书的主
张很像。

接下来人们发现，原来
作为“高考语文阅卷组组

长”的陈建新老师，一直以
来都在出版一本有关作文
技巧的书。《生活在树上》可
以看作是“陈式作文法”的
范文，得了满分在杂志上发
表，会不会又反过来促进陈
建新著作的销售？除了出
版作文技巧的书籍，陈建新
在过去还有没有其他与“阅
卷组长”身份相关的牟利行
为？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脉
络还纯粹是一种猜测，人们
想获得更多细节和真相。

目前对陈建新所作出
的“违规指控”，未必是确凿
的事实。或许“相关规定”
还不够完善，比如一个“作
文组长”，是否应该出版指
导学生作文的书籍？或者
是否应该设一个“避嫌期”，
在当“阅卷组长”的时候，不
应该出书（这有获利的嫌
疑），而在离开这个岗位后
出书，则可以被认为是“专
业讨论”。

写出《生活在树上》作
文的同学，到目前为止个人
信息还被有效地保护，这值
得欣慰。他的作文即便只
是模仿范文，因为“评定过
程符合规范”，满分作文也
不应该取消。人们期待的，
并不是要取消这次评分，而
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改进
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
高考作文作为一个“指挥
棒”，不仅影响下一代的文
风，还影响到他们的思维。

如果这次讨论能够最
终让评分程序和标准更加
规范，就是一个大大的进
步。高考关乎千家万户，作
文始终是一个最模糊、最有
偶然性的环节，但是这并不
影响我们去推进程序的完
善透明。

陈建新被停止评卷
调查迈出了第一步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6月
30日至 7月 10日，四川音乐学
院（川音）声乐系的3位女教授
杨婉琴、费莉、邓芳丽，疑因涉
及该校声乐专业招生腐败一
事，先后被纪检监察部门带走
调查。

根据举报者提供的材料，
过去数年，四川省外考生进入
川音，每人收18万元才会保证
被录取，而邓芳丽调至声乐系
后，每名外省考生录取价格上
涨到25万，她甚至将收受学生
家长的钱财比喻成一年一季
的“割麦子”；20 年来，招生敛
财行为已经由个体户单干演
变为“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
一打分，统一分配”，考生费

（即贿赂款）由团伙中3位教师
分别保管……

这其中每一项指控，都指
向招生腐败与受贿等违法违
纪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该校招生

腐败的一些往事也借此事件
被媒体挖了出来。川音原党
委书记柴永柏利用职务便利
在该校大肆敛财，因涉腐败被
法院判刑。在柴永柏任职期
间，川音一直收取针对省外未
达线学生的赞助费，而这被认
为是此次 3 名女教授收取“录
取费”的前身。而在 2016 年，
在川音声乐专业招生中，还有
一名女教授因收受考生家长
贿赂而受到司法处置。

短短几年之内，川音就涉
及 3 起招生腐败案件，这绝非
偶然。这所学校到底因何而
频频出现招生腐败？前事之
鉴为何没能成为后事之师？
刚性约束机制去了哪里？

事实表明，艺术招生领域
向来是腐败高发地。近年来，
不少地方都有艺考腐败案件
曝光，这与其特别的选拔方式
有关。比如艺考选拔主观性
强，考官的主观审美、个性判

断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考生
成绩，而在缺少制度的约束
时，主观因素就可能成为被攻
破的薄弱堡垒。

另外，在多起案件中,艺考
的主要负责人都兼具“教练
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
在艺术专业中，老师与学生的
关系非常密切，考官往往也可
能是教学中的指导老师。这
更为选拔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每一起招生腐败案件自
有其特殊的地方，不能一概而
论。但因为艺考本身有固定
规律，所以这些艺考腐败案件
也有其共性。对这些共性问
题，需要从制度上补漏，譬如
建立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测评
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
设计；譬如通过全场录像、电
脑全程监控、考试追溯等技术
手段促进招考透明化。合理
的制度设计，是避免艺考腐败
的重要一环。

艺考招生“潜规则”的独特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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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相关规定”还不够完善，比如一个“作文组长”，
是否应该出版指导学生作文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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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支付、网上预约看病、扫码点餐、健康码登记……智能时代，数据的互联互通方便了人们生活，也助力
了疫情防控。然而，科技在给人们打开便利之门的同时，也限制了很多老年人的自由。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跟不上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