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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黛新

这个冬天，“鹅腿阿姨”火了。

每天晚上，在一所高校门口售卖烤鹅腿

的阿姨，受到学生的追捧，冬天的寒冷也阻

挡不住学生们的热情。好吃的鹅腿摊，引发

了北京三所高校的“鹅腿阿姨之争”，引发了

一波网络热议。如今，“鹅腿”效应已快速蔓

延到北京其他高校。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食

堂已悄悄上线了“自主研发”的烤鹅腿，北京

林业大学食堂也不甘落后，称学校正在研

发，待口味、设备调好便会上餐线。

高校食堂又“卷”起来了。今年以来，各

地高校食堂的花式出圈屡屡吸引大家的眼

球，让网友纷纷流下“嫉妒的口水”。山东理

工大学公开分享流心泡芙的制作过程，让大

家实现“泡芙自由”；北京林业大学此前推出

的半只鸡菌汤米线火爆全网；东南大学推出

丰富实惠的2元套餐；还有能边吃饭边追剧

的内蒙高校、阿姨不再手抖的重庆高校……

有人骄傲地晒着自家食堂，也有人疯狂喊话

自己的学校赶紧“支棱起来”。

高校食堂频频霸屏让我们看到了，抓好

学生的“关键小事”，就能赢得学子们的心。

食堂是高校管理的缩影。对于高校来

说，食堂是学生们除了教室之外最常去的地

方。一日三餐是刚需，学校

食堂好不好也就成为了不

少学生看重的因素。食堂

的口味能否获得学生认可，

能否根据学生诉求随时进

行变化，食堂布局能否让学

生感受到家的温暖，这些看

似平常的问题，却往往最能

体 现 一 所 高 校 的 管 理 水

平。然而，这方天地却往往

因其太过日常，容易被一些

高校所忽略。

高校食堂屡上热搜也

给学校提了个醒，饮食是学

生的“关键小事”，在食堂上

下功夫，既彰显着学校的用

心，也考验着学校管理的智

慧。

当学子们走出校园，每一个毕业生都

会带走一份有关吃的记忆。这份“有味道”

的记忆，或许是学校门口的烤鹅腿、或许是

食堂的麻辣香锅、或许是深夜提供的烤冷

面……无论过去多久，当我们回想起曾经

的大学时光，常常能将食堂里留下最深印

象的食物脱口而出。这份记忆浓缩着我们

对青春的怀念，也浓缩着大家对母校的热

爱，甚至有不少毕业生总想再回母校一次，

只为能再吃一次食堂的饭菜。食堂事虽

小，但对学生的影响却是长远的，它是我们

对校园生活的热爱，更是青春奋斗的注脚。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食堂这

一方天地，看似小事，实则是大事。我们希

望能看到更多高校食堂和学子间的有爱互

动，让这份烟火气弥漫在每一所高校，也留

在每个人心里。

罗志华

夜幕降临，在一些短视频

平台上，各医美直播间开始活

跃起来。在主播声情并茂的讲

述下，各类医美项目纷纷“上链

接”。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医

美主播在直播时常常采用各种

容貌焦虑话术，夸大宣传、虚假

宣传，有不少消费者在直播间

购买了医美项目后出现各类问

题，直言“水太深”。

近年来，医美直播出现供

需两旺现象。一方面，医美机

构线下打广告、搞促销等传统

获客方式往往成本很高，而一

场成功的医美直播，轻轻松松

就能引来成千上万人围观，而

且直播除了能当场卖出数量可

观的医美项目外，还可将客源

引流到实体医美机构。另一方

面，“花白菜价抢高价项目”对

消费者来说无疑很有吸引力。

不过，医美在性质上属于

医疗行为，必须遵守医疗法

规。根据《医疗广告管理办

法》，医疗广告是指利用各种

媒介或形式，直接或间接介绍

医疗机构或医疗服务的广告，

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医疗广告

的审查，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

明。有法律人士指出：“即使

通过了医疗广告审查，广告的

内容也应仅限于医疗机构名

称、地址、诊疗科目、联系电话

等。”显然，时下多数医美直播

间主播的话术与相关规定和

要求不符。

医美再美也姓“医”，主播

的信口开河、胡乱承诺的问题

同样不容忽视。据报道，当前，

很多医美直播间的主播并非医

疗专业人士，其推荐可能缺乏

专业性和客观性，大肆承诺“可

以解决一切问题肌肤”“红痘痘

几个疗程下来都能根治”等，极

易误导公众并可能导致严重后

果。所以，有业内人士建议，对

医美主播进行培训、持证上岗。

确保医美宣传的安全性，

还要防范不当商业促销行为

的渗透。普通商品可以搞福

利秒杀，但多数医美项目需要

扎针、动刀子，安全必须放在

首位，不应出现“大忽悠”式促

销和诱导消费等现象。尤其

要看到，如果医美等医疗行为

沾染上了市场坏习气，便极有

可能将顾客置于十分危险的

境地——一些医美直播间的

价格不仅低于线下实体机构

价格，甚至远低于成本价。谁

都不会做亏本生意，类似情况

下，有些套路不难想见，比如，

低价抢到客源后，使用话术诱

导顾客加价升单；用次品、假

货替代正品，等等。

医美直播间乱象不少，主

要原因就在于相关机构和人

员忘了医美的医疗属性，把医

美服务当成了普通服务、把医

美药品当成了普通商品、把医

美主播当成了普通主播。只

有坚守医美姓“医”，用医疗服

务的高标准、严要求来规范医

美直播，种种乱象才有望尽快

得到整治。

医美姓“医”
直播促销须资质先行

让大学食堂与学生间多些爱的互动

近日，湖南省纪委监委

督促、指导驻湖南省科技厅

纪检监察组和湘西州纪委监

委严肃查处省科技厅、湘西

州9名公职人员违规公款吃

喝等问题。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通报查处

钟颐

如果要问最近哪支舞最火，答案莫过于

“科目三”。一向以“花式服务”著称的海底

捞，蹭着这泼天的流量，狠狠刷了一波存在

感。据媒体报道，有的服务员凭着自己的舞

技迅速吸粉，场面堪比追星现场。

节奏感强、步伐魔性的“科目三”，据说

源于婚礼上载歌载舞的年轻人，后经改编

和传播一路爆火。然而，当这种网红文化

植入到餐饮场景，舆论很快出现了两极分

化：有人享受着“尽情摇摆”的狂欢，主打的

就是一个快乐；有人表示欣赏不来，“尴尬

得脚趾抠地”，最近杭州一名带娃吃海底捞

的家长更是发帖吐槽称，“这种事情为什么

会火？”

“昨天做美甲，今天去洗头。”事实上，海

底捞的“不务正业”早已名声在外，“科目三”

不过是又一次“常规操作”。从借势营销的

角度看，不可否认，海底捞此番尝试是成功

的，这是互联网时代下传播的胜利。就如同

《引爆点》一书中所说的“环境威力法则”：潮

流的大环境形成以后，个人的因素变得不太

重要。无论你喜不喜欢，海底捞就在那里，

热度依旧。

在不越雷池的前提下，每个人的审美偏

好向来见仁见智。海底捞的“科目三”可能跟

高雅沾不上边，但也并非没有灵魂，它至少给

追求氛围感的顾客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一种

搞笑又轻松的情绪价值，因此不必动辄贴上

“过度服务”的标签。当然，不想被打扰也再正

常不过。问题在于，本就众口难调，还要在同

一空间感受这种氛围，矛盾自然不可回避：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一句“不想看可以不去”

看似解决了问题，但这恐怕也不是商家想要的

结果。有网友建议海底捞对餐桌进行分区，大

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道理便在于此。

在已经卷出天际的餐饮行业，海底捞

坚持“不走寻常路”，这无可厚非。服务和

品质并非对立的二元选项，可以有所侧重，

但重心不能太偏。毕竟，餐饮业的根基是

美食，而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总想着吃

“流量红利”，制造“下一步会有什么新花

样”的消费期待，难免会走向本末倒置的怪

圈。事实上，这种迹象似乎已经有所显露

——围绕“科目三”的争议还未消停，服务

员与顾客手贴着手、不断扭动身体的“擦玻

璃舞”也被指低俗，有网友认为舞种越来越

过分。

正如跳“科目三”姿势不对会崴脚，营销

引流若是过了度，难免也会闪着腰。

“科目三”服务何以褒贬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