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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协会此

次明确倡议大家抵制极

端吃播，呼吁全社会重树

正确饮食价值观，这是一

道需要全民作答的文明

考题。

极端吃播之危害，其

一，践踏勤俭节约的传统

美德。中华民族自古崇尚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而某些主播为博取

流量，暴饮暴食甚至通过

剪辑造假、假吃催吐制造

“大胃王”幻象。这种浪费

行为，其实已经突破道德

边界，涉嫌触犯《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反 食 品 浪 费

法》——该法规定：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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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食

物沦为吸引网友观看、点击的工具，传统美

德中的珍惜与敬畏便荡然无存。

其 二 ，危 害 公 众 健 康 ，扭 曲 饮 食 文

化。超量进食严重违背生理规律，主播

“表演”暴饮暴食，向观众传递出错误信

号：健康与食欲可肆意对抗，享受美食之

乐在于追求极端刺激。青少年群体心智

尚未成熟，更易被此类内容误导，形成不

良的饮食观念。据报道，有部分青少年因

模仿吃播尝试超辣食物导致健康受损。

可见，极端吃播已从文化乱象演变为社

会隐患。本应“吃得科学、吃得健康、吃得

文明”的饮食文化，被异化为一场以身体

健康为代价的流量狂欢。

其三，侵蚀网络生态，污染网络文化。

流量至上的逻辑驱使平台与创作者追逐极

端吃播内容，审核机制形同虚设，推荐算法

推波助澜。当“猎奇”“挑战极限”成为流量

密码，真正传递饮食智慧、文化内涵的优质

饮食内容反而被边缘化。中消协倡议强化

平台审核，优化推荐机制，抵制极端吃播，

正是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重建健康有序

的网络文化生态。

一句话，极端吃播违背公序良俗，败坏

社会风气，不利于全社会树立正确的饮食

消费观念，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

饮食文化是文明的镜像，折射着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而极端吃播的

泛滥，恰是现代社会浮躁心态的缩影——

当娱乐异化为感官刺激，消费沦为无节制

挥霍，文化便失去了滋养人心的力量。因

此，我们必须抵制极端吃播，让饮食文化回

归安全健康正途。

编者按>>>

近期，《法治日报》等媒体

关注了直播间里的“大胃王”吃

播以及猎奇怪异吃播等网络乱

象。6月2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布倡议，呼吁公众反对餐饮

浪费，抵制极端吃播。中消协指

出，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珍惜粮食、反对浪费更

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

尺。然而，当下部分网络平台却

充斥着大量极端吃播内容，以

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食量，或

猎奇、罕见食材（如超辣食物

等）为噱头吸引眼球，不仅严重

背离饮食文化的本真内涵，更

造成令人痛心的食物浪费，也

有损网络文明。

极端吃播到底有哪些危

害？该如何抵制极端吃播的畸

形表演？本期观点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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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日，浙江杭州一

知名吃播在下播后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抢救”——其因暴饮暴食后试图用牙刷催

吐，结果牙刷不慎滑入咽喉，直达胃部。所

幸经医院抢救，异物被成功取出。据了解，

该博主以“大胃王”挑战闻名，每次直播超

量进食后，为缓解饱胀感及维持身材，经常

用牙刷刺激喉咙催吐。此事被曝光后，再次

引发公众对“大胃王”吃播的关注。

尽管国家早已出台反食品浪费方面的

法律，明令禁止宣扬暴饮暴食的节目，监管

部门也曾多次出手整治，比如 2020 年国家

网信办处置了 1.36 万个违规账号。但部分

主播仍通过深夜直播、虚假标注等方式规

避监管，继续以极端饮食博取流量。这一现

象表明，整治“大胃王”吃播，不能仅靠阶段

性专项行动，而应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其中，网络直播平台必须承担起主体

责任，真正做到“露头就打”。像部分主播在

直播中吃掉数十斤食物，却在屏幕角落标

注“非一人食用”，实则全程独自进食；有的

则利用平台夜间审核松懈，在深夜时段进

行暴饮暴食直播。这些行为就暴露出平台

监管存在漏洞。

网络平台作为内容传播的第一道防

线，本应严格审核直播内容，但部分平台在

利益驱动下，对“大胃王”吃播“睁只眼闭只

眼”。有的甚至通过算法推荐，使此类内容

获得更多流量。事实上，平台完全有能力加

强技术监管，如通过AI识别异常进食行为、

强化关键词过滤、建立用户举报奖励机制

等。据报道，有的平台曾对“大胃王”相关搜

索进行提示，并封禁违规账号。倘若平台仅

满足于“运动式治理”，而非持续优化审核

机制，乱象必然死灰复燃。

要根治“大胃王”吃播，必须形成常态化

的治理模式。首先，平台应落实主体责任，不

仅要加强夜间审核，还需建立“黑名单”制

度，对屡教不改的主播永久封禁。还要建立

跨平台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极端吃播一处

受限、处处受限；其次，监管部门需强化执

法，对纵容违规内容的平台依法处罚，如罚

款、限流甚至关停服务；最后，公众监督不可

或缺，有关部门和平台应鼓励用户举报违规

直播，并完善“一键举报”机制，让“大胃王”

吃播无处藏身；直播受众应擦亮双眼，拒绝

为浪费行为增加流量，主动屏蔽不良内容。

“大胃王”吃播的整治不能“紧一阵、松

一阵”。唯有平台扛起责任、监管持续发力、

公众积极参与，才能彻底遏制这一畸形现

象，让网络空间回归健康、节约的正轨。

整 治 ——
治理“大胃王”吃播别“时紧时松”

◎ 苑广阔

有一种极端吃播的典型表现或者说特

例，不得不关注，那就是猎奇怪异吃播。

新鲜芦荟剥皮后蘸蜂蜜，主播一边说

着“这样特别好吃”，一边止不住地想呕吐，

眼眶憋得通红，艰难地做吞咽状。据《法治

日报》近日报道，类似的猎奇怪异吃播直播

和视频，在平台上还有很多，这些主播不仅

将非常见的食材做成食物，有些甚至直接

进食活金鱼、死老鼠、喝食用油等，完全超

出常人所能接受的范围。

猎奇吃播的走红，背后是流量至上的

观念在作祟。在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下，越

极端、越能刺激观众感官的内容，越容易获

得高流量奖励。部分主播为了在竞争激烈

的直播市场中脱颖而出，不惜剑走偏锋，以

突破常规伦理、制造强烈视觉冲击的方式，

满足一些观众的好奇心与窥探欲。而观众

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下，也不自觉地为这类

内容贡献了流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然而，这种猎奇吃播带来的危害不容

小觑。

除了容易误导观众，尤其是心智尚未

成熟的青少年，从身体健康角度看，喝油、

食用怪异食材等行为，极易对身体造成严

重伤害，这类主播无疑是在以健康为代价

换取短暂的流量；从法律角度看，此类吃播

也存在诸多法律风险，不仅可能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还可能因食用

珍稀野生动物、未经检疫的高风险食材，触

犯野生动物保护、动物防疫等方面的法律

法规。

面对猎奇怪异吃播这种特殊直播，有

关部门应在整治“大胃王”吃播的基础上更

进一步，比如，通过行政规章或司法解释，

界定猎奇吃播的违法违规性质；要进一步

细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实施办法，明确猎

奇怪异吃播的禁止标准，如不得食用国家

明令禁止的野生动植物，不得展示血腥、恶

心画面等，让监管有章可循。

猎奇怪异吃播风行，也拷问着平台的

流量机制和创作导向。正如光明网的一篇

文章所说，什么样的内容被鼓励，什么样的

内容不被提倡，什么样的内容必须彻底遏

制，规则需要更清晰，也要更有力地体现在

实际的执行之中。

特 例 ——
猎奇怪异吃播不应成为流量密码

◎ 曲征

如今，网络中流传着一些“大胃王”挑

战视频。《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吃

完一定分量的食物即可免单甚至还能获得

奖励，已经成为不少餐饮店的引流方式。有

饭店老板透露：“挑战视频发出去后，店里

客流量翻了几倍。哪怕挑战者没吃完，剩下

的食物拍照发‘朋友圈’也能引流。”

单纯从商业角度来看，饭店如此引流

可以产生极佳的广告效应。挑战视频在社

交平台动辄数十万播放量，围观群众为见

证“奇迹”涌入店内，即便挑战失败，饭店

仍要求参与者将剩余食物拍照发朋友圈

的规定，也能为饭店带来二次传播。这种

低成本、高曝光的引流方式，让不少商家

趋之若鹜。

然而，在吃完免单和奖励的背后，商家

早已布下精巧的套路。据报道，免责协议成

为商家挡箭牌，要求参与者声明自身无基

础疾病、自愿承担风险；挑战规则暗藏玄

机，比如在某网红巧克力派挑战中，看似普

通的甜品，实则裹着坚硬的巧克力壳，不嚼

碎难以吞咽且禁止饮水……这些套路不仅

是诱导暴饮暴食，还将饮食安全风险转嫁

给消费者。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参与这类挑战无

异于拿健康做赌注。人体消化系统有明确

的承受极限，短时间内强行摄入过量食物，

轻则可能引发急性胃扩张、胰腺炎，重则可

能导致食道破裂、窒息等致命风险。某挑战

者曾因强行吞咽硬质巧克力派导致食道划

伤，治疗费用远超挑战奖金。此外，部分商

家与消费者签订免责协议，尽管这类协议

没有法律效力，却也给消费者维权造成一

定的障碍。

对于社会而言，这类促销活动还违背

了相关法规和公序良俗，社会影响恶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禁止

餐饮经营者诱导超量点餐，而“大胃王”挑

战以奖励机制变相鼓励暴饮暴食。商家若

刻意设置无法完成的挑战任务，则涉嫌虚

假宣传和欺诈消费者。部分挑战视频中出

现的夸张吃相、浪费食物画面，更与公序良

俗相悖。

“吃垮饭店”成为短视频新梗，挑战失败

者的懊恼表情包成为传播素材，可使这类活

动的影响迅速扩大，进而引发效仿潮。希望

有关方面重视、整治这一问题。更希望所有

消费者都看清“大胃王”挑战的危害，自觉抵

制这类活动。通过多方努力，尽早刹住这股

歪风，既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必然要求，更

是守护反食品浪费成果的应有之义。

“掏粪父女档”的自力更生
需更多价值认同

◎ 杨朝清

锋哥是一名抽吸工，更接地气的说法是“吸粪

工”。他每天都要打开广东韶关一些最“有味道”的

井盖，这样的工作曾被女儿藏在作文本里好几年，

不敢对别人说。从嫌弃老爸的“丢脸职业”，到扛起

水管成为他的最佳搭档，女儿文静用镜头记录下

锋哥的日常：面对脏臭面不改色，还用幽默化解脏

臭，在井盖边开怀大笑。这份曾让她逃离的“粪”斗

工作，如今成为理解父爱的窗口。

对于锋哥的女儿文静来说，父亲的工作是童

年最想掩盖的事实，其实不难理解，开着吸污车穿

梭于城市各个角落，撬开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盖子，

“吸粪工”的工作谈不上体面、光鲜。部分人有过这

样的经历，父母的工作“不够好”，让自己承受了心

理压力和精神痛苦，甚至遭遇歧视排斥。在“出身

论”等不良社会心态的裹挟下，“吸粪工”的女儿，

容易被他人嘲笑和贬低。

然而对锋哥来说，缺乏知识、学历等文化资本，

难以找到在别人看来“体面”“光鲜”的工作，只能依

靠从事体力活谋生。做“吸粪工”虽然脏一点、累一

点，但依然可以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不被世俗的“傲

慢与偏见”牵着鼻子走，拥有强大的精神世界，锋哥

始终保持内心的安宁与满足，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好在，在职场摸爬滚打 10 来年并拿到了高薪

后，身心俱疲的文静选择了辞职，回到父母身边。

从好奇想看看父亲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到从父亲

身上受到感染，文静对“吸粪工”的工作，经历了一

个“反感排斥—熟悉理解—认同接纳—成为‘掏粪

父女档’”的过程。接受父母的平凡和自己的普通，

愿意在平凡的世界里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实现

人生突破，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成长和社会化。

在“劳动更有价值，劳动者更有尊严”成为社

会共识的今天，那些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的普通劳

动者，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善待。“吸粪工”需要

的不是标签化、污名化，而是更多的“温柔相待”。

无论是撬开沉重的井盖，还是拧开女儿手中的

矿泉水瓶盖，锋哥对女儿的爱是真挚的。从嫌弃爸爸

的工作到自信、自豪地说出“爸爸永远是我的‘开盖

大王’”，随着时光流逝，女儿文静不仅增长了年纪、

变了模样，也实现了精神成长。“掏粪父女档”不仅在

工作上分工协作，也在生活上彼此陪伴，让家庭更加

团结、更加温暖。透过“掏粪父女档”这面镜子，我们

不仅要看到父女俩乐观豁达、自尊自洽的一面，也要

看到他们自强不息、坚韧前行的另一面。

直观展示
让考古遗址更具魅力

◎ 唐伟

6月14日，位于北京通州的路县故城遗址公园

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试运行，成

为北京首个以“馆园一体”形式运行的考古遗址公

园。路县故城遗址公园以“先保护后发掘、边考古

边展示”的“公众考古”理念规划建设。根据计划，

2021年至2030年路县故城城内全域将陆续进行考

古发掘，因此公园将结合每年考古工作开展公众

考古活动，展示考古发掘现场，让公众近距离直观

感受考古发掘的魅力。

据报道，这种考古直观展示方式，在北京地区

是首次采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几千年前的文明

成果、亲身直观感受考古发掘流程，会提升体验过

程的真切度，如此经历必定让人难以忘却。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的兴起，很多热门博物

馆处于一票难求的高光时刻。这种局面对于传播

历史文化、增强群众文化自信，具有非常积极的意

义。不过，陈列式的展览与走马观花式的游玩，会

让体验效果减弱。尤其是一些考古遗址，更是因为

“门禁森严”让人可望而不可即，并不利于文物保

护意识的树立和文化素养的培育，也不利于考古

学的普及。

考古学一般被认为是通过物质遗存研究逝去

的人类社会的学科，这其实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

科，不过在现实中却很“冷”，不仅设置相关专业的

高校数量偏少，报考的学生也不多，以考古为职业

的人也极其稀缺，文物保护机构的人才队伍依然

薄弱，“小马拉大车”现象突出。

更重要的是，在现阶段，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还

存在涉及范围较小、参与人员较少的现象，只是由

一些专业人员开展相关工作，不少普通群众缺乏

保护意识，不能深刻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

意义。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公众对文物近距离接

触的机会不多，包括考古发掘都“藏于深闺”，让公

众难以“识得庐山真面目”，缺乏对文物本身的直

观感受，对文物古迹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科

学研究价值认识不深，在保护行动上也就缺乏主

观性和积极性。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破除“门禁森严”的局限性，

打开考古遗址的大门，让参观者能成为考古“体验

者”，现场感受“探人类之过往，溯文明之源流”的真

正意义，以此为契机培养出更多文物遗产的保护

者、文明的诠释者、文化的传播者，显然值得称道。

让考古现场成为旅游胜地，既是工作方式的创新，

也是保护思维的转变，更是社会责任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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