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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

重庆忠县的王女士在卖出 150
碗扣肉后，被买家邵某以销售“三无
产品”告上法庭，一审二审后，王女
士被判 10倍赔偿，高达数万元。意
外的是，网友对王女士寄予同情，将
其网店土特产抢购一空。

网友用行动站队，表达对职业
打假人披着打假的外衣、钻空子赚
钱的愤慨与不平。王女士的小作坊
是农村小微企业，其农产品是自称
无任何添加的绿色食品。更戳中脆
弱神经的是，王女士说 150 碗扣肉
由年迈的婆婆一力而为，让网友心

生怜悯，激发“婆婆情怀”。
最新反转来了。打假人表示，

王女士并非媒体上哭诉的普通农
民，其背后有着注册资金 100 万元
的 食 品 公 司 ，还 有 200 多 人 的 团
队。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企业规
模。少量农产品的买卖或赠予是可
以的，如果进入市场，以电商的名义
进行批量销售，就必须遵守相应的
法律规定，不能是没有任何标识的

“三无产品”。要求农户规范生产和
销售，正是让他们的自制产品在市
场中行稳致远。

不过，网友对法院的判决意难
平，根本在于邵某为啥要买 150碗，

其钓鱼执法的嫌疑很难洗脱。打假
的目的在于规范市场，不是个人牟
利的手段。

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张勇健曾说过：“职业打假本身是一
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对假冒伪
劣行为起到制约、遏制作用，但也可
能产生一些道德风险或者市场秩序
上的问题。”

买 150 碗扣肉，怎么看都是投
机和逐利。职业打假人能否作为普
通消费者具有 10倍赔偿的权利，职
业打假人的身份如何界定？这是个
问题。市场经营需规范，职业打假
人的身份问题，也需要法律界定。

市场经营和职业打假均需规范

⊙王月

“魔镜、魔镜，谁是现在最火的
艺人？”“刘畊宏！”魔镜还没回答，

“刘畊宏女孩”异口同声。
刘畊宏火到什么程度？一天涨

粉 1000 万，一个晚上超过 250 万人
跟跳，抖音粉丝从 300 万飙到 5000
多万，相关话题多次成为微博热搜，
连一线明星也蹭他的热度。也许，
你身边的朋友也悄然变成了“刘畊
宏女孩”“刘畊宏男孩”。

刘畊宏“爆火”的节点在于和平
台机器人的几次较量。因运动时腋
毛露出被认为不雅观，他把腋毛刮干

净。因胸肌太大，被误判为“打擦边
球”，他只好穿上羽绒衣健身。不管
是不是有意制造话题，这些富于戏剧
性的处理让他快速出圈。不过，爆红
的真正原因，是他满足了疫情之下人
们对健身和健心的双重需求。

专业健身教练的背景、魔性的
喊话、“碎碎念”的教练风格以及妻
子岳母齐上阵的亲民有趣、在线检
查健身作业的认真……刘畊宏的个
人魅力，加上全网跟练一起流汗、热
烈又欢脱的氛围，让网友宅家的懒
惰和压力一下全抛光。

刘畊宏 18 岁出道，演过电影、
玩过男团、上过综艺，是“周杰伦的

朋友”“小泡芙的爸爸”，甚至曾转战
商场。他最穷的时候，连拿一元钱
坐公交车都舍不得。他屡次受挫，
但越挫越勇。他说：“我常常告诉自
己，在你一无所成的时候，你要抬头
挺胸。当你有所成就的时候，你反
而头要稍微多低一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刘畊
宏虽不是素人，却也有过普通人的
失意和煎熬，他的爆红是时也势也，
可同样不失为一个励志样本。

“动起来，别放弃，坚持下去你
最棒！”刘畊宏对屏幕前跟跳者的鼓
励，也给了每个人追梦逐梦、坚持下
去的韧劲和勇气。

为什么人人都在刘畊宏

文┃光明

时间进入 4 月下旬，距离 2022 届毕
业生走出校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今年高校毕业生达 1076 万人，同比
增加167万人，毫无意外地又创下历史新
高。

很显然，今年的就业形势并不轻
松。疫情冲击、国际形势、政策调整，种
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让今年的大学毕业
生面临一个较为严峻的前景。

从已知的信息看，社会各界想尽办
法。高校的书记校长开始访企拓岗促就
业，并且还有具体的数字指标；一些大学
考虑到学生线上面试不方便，还设置了
线上面试间。这些细节，描摹着高校的
用力程度，折射着就业压力。

从媒体报道中，也可以看到就业市
场的特征。有媒体总结现在是两头抢手
中间冷——处于两头的博士和职业教育
专科抢手，中间的本科和硕士则比较困
难。也有媒体发现，“宁愿送外卖不愿进
工厂”仍很突出，可以吸纳大量就业人口
的制造业还不够饱和，希望大学生改变
预期等等。

这些对形势的分析都有道理，但现
实的尴尬在于，大学生不是无意识的流
水，很难用“指哪打哪”的主观意愿让他
们自动流入“计划”当中。

舆论的一些认知逻辑也未必可靠。
比如，认为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意愿和市
场现状存在错配，“有人没活干，有活没
人干”，并且试图纠正这个问题，按着大
学生的肩膀让他们进入某些岗位。其
实，这种供求关系的不完美，何尝不是市
场机制在传导信号？这些信号，本该引
导着产业结构和政策的转变。所以，这
种所谓错配并非不正常，市场没有出错，
错的是人们对此的认知。

大学生就业的难题并非头一次出
现，往年也有“史上最难就业季”的说
法。这些年社会也自发出现了一些缓冲
办法，比如灵活就业。灵活就业以一种
计划之外又不那么正规的方式，吸纳了
据统计超过2亿的人口，大学毕业生群体
成为其中主力。

市场会传递信号，也会自发形成资
源配置的方式，关键是社会政策能否对
这种自发秩序加以认可，比如政策层面
保障灵活就业的平等地位等。配合社会
发展顺势而为，也不失为务实、高效且低
成本的解决办法。

说一千道一万，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不太可能在静态框架里解决，只能在动
态的过程中解决——经济发展、产业繁
荣。据预测，未来几年，每年的高校毕业
生增长可能仍在百万左右，这种压力会
是持续的。社会希望更理想的产业分
布，大学生就业结构更加多元，这一切调
整，都得建立在高质量运转的基础上，在
经济运转当中去配置资源，眼下激活经
济就是其中关键。

求职的毕业生要经历很多考验，对
于社会来说这也是一场考验。1000多万
毕业生，似乎是个庞大的数字，但远远谈
不上“大学生太多了”。截至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大学生只占全部人口的 16%，
并非“遍地大学生”。如果我们感觉到
多、感觉到压力，那其实是大学生在给当
前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提出命题，如
何解决，恐怕还在包罗万象却又始终精
准的两个字——发展。

1076万毕业生
市场如何消化？

新华记者从甘肃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甘肃省医保系统
围绕“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问题，深入开展打击诈骗医保基金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处
4958家，追罚2.55亿元。 新华社发

打击骗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