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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膏营销不能“信口祛黄”
热点冷评

■ 李英锋

有的牙膏宣称幽门螺旋杆菌抑

菌率 99.99%，有的宣称“净白牙齿、

祛黄必备”，有的则宣称能预防蛀牙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一些牙膏

品牌的功效宣传很直接，但这些牙

膏是否真的有如此功效，消费者不

得而知。（11月27日《工人日报》）

牙膏的宣传一直有点悬、有点

乱。在广告中，常常有穿着白大褂

的“权威人士”神情严肃地告诉消费

者：某某牙膏具备何种有利健康的

功效。至于宣传美白牙齿、坚固牙

齿、祛黄、防蛀牙、保护牙龈、防牙龈

出血、治疗口腔炎症等牙膏广告更

是随处可见。而部分牙膏广告不仅

管牙、管口腔，还越俎代庖地管起了

其他器官或组织的健康问题，俨然

“抗菌保健小能手”。

这样的宣传，总让人感觉有点云

里雾里。客观、准确、真实是广告宣

传的法律底线，《广告法》第四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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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不少牙膏广告所宣传的功效往往

只是企业的自说自话，缺乏权威的功

效评价。实际上，不少消费者在使用

牙膏之后，并未获得企业宣传的体验

和效果。显然，有些牙膏广告有夸大

不实成分，忽悠了消费者，逾越了法

律底线和诚信底线。

另外，牙膏不是药，牙膏广告不

能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能宣

传治愈率、有效率等，不能做有关功

效的断言或保证。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将牙膏列为普通化妆品，规定牙

膏可以宣称具有防龋、抑牙菌斑、抗

牙本质敏感、减轻牙龈问题等功效，

但前提是牙膏备案人必须按照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进行功效评价。牙

膏广告总想抗这菌那菌，总想消这

炎那炎，总想治这病那病，触碰了法

律法规的禁区。企业应该增强自律

意识，对照法律要求，积极规范宣传

行为，摒弃相关涉医涉病用语。市

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牙膏广告的

监测，发现滥用杀菌、消炎、美白、防

蛀牙等牙膏广告用语，依法积极干

预，该约谈约谈，该追责追责，该警

示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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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医院停车难，各方都要“动”起来

非常道

新华时评：
抑制楼市“打新热”需要“硬核”举措

近来，部分城市楼市火爆，一些“网红”

楼盘甚至出现“万人抢房”“众筹打新”现

象。“房住不炒”，保障供给必不可少。近年

来一些地方多措并举，如提出长期住房保障

计划，停止商务公寓审批，推进低价公共住

房建设等。这些措施需加快落地步伐。然

而，“打新热”现象警示，增加供给、新房限价

之外，楼市调控还有很多事要做，比如更多

地关注住房流向，加强对持有环节的调控，

让税收杠杆发挥更大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

房地产税制度，通过市场化手段抑制投资投

机行为，或许能收釜底抽薪之效。 @新华社

“恶意差评人”实为“非法敲诈人”
■ 汪昌莲

时事乱炖

外卖平台店主遭遇集中差评，导致店

铺评分和销量下降，继而又被差评人加微

信索要费用……近日，有媒体曝光广东一

外卖店店主赵先生遭到“恶意差评人”勒索

1800 元。目前，该差评人已被处以 10 日的

行政拘留处罚。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恶

意差评人”存在于各大电商平台，现在他们

又盯上了外卖平台，且恶意差评已形成产

业链。（11月26日《工人日报》）

“恶意差评人”并非普通消费者，故意

制造虚假评价向商家索要钱财，不仅侵害

商家财产利益，也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显

然是违法行为，甚至可能构成犯罪。“恶意

差评人”为了索取钱财，采取差评威胁商家

的手段，迫使商家向其支付费用或交出财

物，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敲诈勒索

罪的主观和客观要件。

从目前情况来看，“恶意差评人”通常

对多个商家实施敲诈勒索行为，一家敲诈

金额或许不足两千元，但如果多家敲诈勒

索累计金额达到敲诈勒索财物数额较大的

起刑标准，且符合多次敲诈勒索的情形，也

构成敲诈勒索罪。事实上，目前已有“恶意

差评人”被判刑的案例。近日，深圳市龙岗

区人民法院就对一起“职业差评师案”做出

了一审判决。被告人蒋某龙、汤某浩利用商

家害怕被检举、处罚以及影响营业的心理，

在购买前即掌握了商品的“瑕疵”，且有敲诈

勒索的预谋。一审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蒋某龙、汤某浩有期徒刑2年、1

年，分别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5000元。

可见，所谓“恶意差评人”，实为“非法

敲诈人”，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和打击。

一方面，规范消费者对商品及服务的评价

行为。如故意作出虚假评价，损害商家社

会形象，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给商家

造成负面影响，则可能构成侵权，商家有权

追究其侵权责任。同时，敦促电商及外卖

平台通过技术手段等，完善交易规则、建立

健全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既然“恶意差评

人”涉嫌敲诈勒索，就应该依法查处；并将

“恶意差评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

施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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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太舒适，大脑会变傻

国际著名遗传学刊物《遗传学趋势》刊

文指出，人类总体智商呈衰退趋势。原因可

能是人类生活趋于安逸，相关基因突变导致

智力下降。瑞典于默奥大学、荷兰阿姆斯特

丹大学和爱尔兰科克大学，在对比了 19 世

纪末和当今人类的大脑反应速度后发现，人

类智商正以每10年1.23分的速度下滑。美

国哈特福德大学的研究结论更悲观：到2110

年，智商将每年降低8分。 @生命时报

近年来，随着机动

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

停车难问题日渐突出，

尤 其 是 在 城 市 中 心 区

的医院，停车更是难上

加 难 。 从 医 院 门 口 到

门诊、急诊、住院病区，

看似短短的“最后 100 米”，却因停车这个

小细节，给患者就医带来不小的困扰。

（11月29日新华社）

于是就出现了“车辆扎堆行，医院门

难进”的现象，给前来就医的患者带来了

很大烦恼。而且，医院停车难催生的系

列问题也不断。由于医院多建在城市的

中心区域，患者找不到车位就把车乱停

乱放，甚至“闯入”附近的居民小区找车

位，使消防和急救通道受阻；还催生了医

院附近“黄牛”带路高价停车乱象。

实际上，医院停车难问题已经引起

高度重视，不少医院在原有基础上不断

增加车位，能用的地方都用上了，不仅在

地上增加或开辟新车位，就连地下车位

能开辟也都开辟了。在医院停车的实际

困难仍然存在，而且并没有出现好转迹

象，这是全国所有城市中的所有医院都

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毫无疑问，医院停车难问题，牵扯很

多方面，因此，破解医院停车难需要各方

都“动”起来。首先，政府部门需要主动

作为，如引入大数据，通过交管、城管等

部门的通力合作，实现对停车的精细化

管理。其次，继续扩大医院周边可利用

的停车空间，动员居民小区和单位，与医

院共建共管停车场。再次，需要引导轻

症或距医院较近的患者尽量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就诊，并加速实行“分级门诊”等。

医院“停车难”加剧“看病难”，这令

“堵车”更“堵心”，可见，破解医院停车

难，就是在为群众解决一个很大的民生

问题，这也不仅是医院一家的问题。医

院停车难问题看似很难，但办法总比困

难多，只要真正重视起来，群策群力，科

学研判，多措并举，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

力量，缓解甚至解决医院停车难是能够

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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