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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提升行动”启动实施

加快推动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

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新华社发 王琪 作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会同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
办公厅印发《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
动工作方案（2023—2025 年）》（以下简
称《方案》），启动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提升行动”，促进各地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的建设和使用。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下，各
地健身设施“有没有”问题正得到逐步破
解，健身设施“好不好”问题加快改善，体
育场馆“开不开”问题得到有效应对。为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运动健身需求，
实现全民健身工作高质量发展，《方案》主
要内容围绕健身设施强基础、提质量、优
服务、增效益四大行动展开，并提出主要

目标：到 2025年，与城乡人民群众需求相
适应、与人口要素相匹配的县（市、区）、乡
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
施和社区 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常
住人口 20万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至少建
有一个公共体育场，或田径场、全民健身
中心、体育公园、公共体育馆，乡镇（街道）
全民健身场地器材短板得到补齐，行政村

（社区）等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进一步
优化提升，健身步道、体育公园、户外运动

设施等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大幅
增加。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同向发力，统筹利用
各类资金渠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加大
督导力度，依托健身场地设施开展更多公
益性群众性体育赛事，加快解决群众“健
身去哪儿”难题，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孙龙飞）

据《人民日报》

5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新版《互联网广告管
理办法》，对于“种草”“广告”有了清晰界定。
其中第 9 条明确规定：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
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
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
著标明“广告”。

“广告”具体该怎么标注？新规施行以后，
6月 4日，记者登录一些 App，发现仍有许多附
加购物链接的“种草”内容尚未标明“广告”字
样。有一些博主会在推文中标注“赞助”或者

“合作”，作为“广告”的替代性模糊表述。
资深互联网广告从业人员陈霞东表示，在

商业利益驱动下，很多“种草”都是为了卖货。
新版《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出台，进一步规
范了市场，让认真做内容的创作者实现良性发
展。对于消费者而言，明确了广告的范围，也
就意味着有了更好的维权渠道。对于“种草”
博主而言，广告属性的确立，明确了相关责任。

如何让“第三方测评”规范发展？中国消
费者协会建议，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
协同发力，设置行业准入门槛；夯实“第三方测
评”主体责任，做到“谁测评、谁负责”，促进行
业良性发展；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建立消费投
诉的“绿色通道”。

“口碑要一点点积累起来，品质须时时刻
刻坚守。”陈霞东感慨，对不少消费者而言，体
验真实可靠是“种草消费”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第三方测评”更应把品质放在第一位，守护好
测评的科学性和中立性，才能既为消费者提供
专业可靠的服务，也为行业健康发展打下行稳
致远的根基。

（崔玲玲）
据《山西日报》

电商节来袭电商节来袭
你的消费体验还好吗你的消费体验还好吗??

一年一度的“618”电商购物节来了，消费者在“买买买”之前，免不了先打开小红书、抖音、微博等平台，搜索
别人的商品笔记与测评，以获取指南避免“踩坑”。近年来，互联网上刮起了“种草消费”风，无论是明星网红，还是
草根素人，都热衷于用“种草笔记”分享一些商品的使用感受。然而，其中也有不少广告营销躲在“好物分享”身
后，进行虚假宣传。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和“种草”相关的《“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
告》，对12个互联网平台共计350家“第三方测评”账号进行调查。自5月 1日起，随着新版《互联网广告管理办
法》正式实施，“种草”和“广告”有了清晰界定。今后，规范“第三方测评”任重道远，还需各方合力共治。

“种草”成
新型社交方式

今年“618”来得分外早。5
月中旬，省城市民田晓金便发
现不少 App 首页被“‘618’种草
清单”“‘618’省钱指南”等类似
标题刷屏，她选了几个平时关
注的博主，默默点了进去，随后
把喜欢的商品加入购物车……

“每次看到博主推荐的一
些实用产品，我都很心动，‘618
’大促，我想买来试试！”在晋中
工作的王莉娜下单之前会花大
量时间专门浏览别人对产品的
使用评价，“听听过来人的建
议”在她看来很有必要，“别人
可以种草我，如果我的消费体
验好，也能种草别人，这是一个
相互的过程。”王莉娜说。

“ 种 草 ”，是 网 络 流 行 语 ，
泛指把某种事物推荐给他人，
让别人也喜欢该事物的行为。

比如浏览微博、小红书、抖音
等平台，有不少网红博主或素
人推荐爱用好物、美食美景等
等，被介绍所吸引的用户就可
能 忍 不 住 下 单 购 买 或 实 地 体
验，这样的下单消费就催生了

“种草经济”。网友们纷纷调
侃：移动互联时代，万物皆可

“种草”。
中 国 消 费 者 协 会 调 查 显

示，近八成消费者会在购物前
参考“种草”即“第三方测评”内
容，以了解真实使用体验和挑
选出最具性价比的商品，较常
见的是数码家电、美妆护肤、服
装鞋靴等品类。

为什么你那么容易被“种
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丁
丽指出，“种草”抓住了消费者
心理，在提高购物决策效率和
准 确 率 上 提 供 了 便 利 。 作 为
一种新消费业态，“种草消费”
的盛行有多方面原因。“消费
者 已 从 被 动 的 接 受 者 转 为 主
动的参与者，希望参与甚至主
导消费体验，这一点在年轻人
群体中表现最为明显。”丁丽
表示，相互“种草”是一种互联
网 新 型 社 交 方 式 ，通 过 分 享

“种草笔记”、了解产品口碑、
探讨消费体验，大家就能找到
与自己兴趣相投的群体，收获
认同感与归属感。

当大家享受“种草”带
来的便利时，一些“杂草”
也野蛮生长起来。艾媒咨
询报告显示，有 72.4%的消
费者表示受到虚假“种草”
的影响，近几年关于虚假

“种草”、网络营销处罚的
案例屡见不鲜。

省城“80后”消费者常
菲菲告诉记者，她以往购物
前会参考测评帖，但现在这
些内容真假难辨。“同一款
产品，有的博主会热捧，有
的会‘无脑黑’，很多商品的
口碑呈现两极化。”她无奈
地说。还有不少网友在参
考相关测评后买到了问题
商品，网友“月亮”留言：“我
用了不少时间看防晒衣的
评测视频，最后花了 600多
元买了测评博主鼎力推荐
的防晒服，可穿两次衣服就
开线了。”……

此 外 ，如 何 分 辨“ 种
草”测评是否是软广告，成
为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一
些资深用户在网上支招：

“如果评测只提到产品的
优点，而没有提到缺点，或
对缺点进行掩盖和淡化，
那么很有可能是软广告。”

某平台“90后”美妆博
主王慧来自临汾，她告诉记

者，自己承接的“种草”广告
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官方
平台，需要缴纳手续费，一
种是与商家私下交易，但如
果 被 发 现 很 容 易 限 流 扣
分。她坦言：“商家要求博
主以分享体验的方式进行
产品描述，‘广告’的痕迹非
常小，即便消费者使用效果
不佳，也很难追究责任。”

缺乏测评标准、夸大宣
传、虚假测评、做商业性广告
……今年 3月，中国消费者
协会发布的《“第三方测评”
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
告》指出，93.1%的“第三方
测评”涉嫌存在测评标准类
问题；55.7%的“第三方测
评”涉嫌存在商测一体、以
商养测类的模式，难保公正
性；37.2%的消费者反映通
过观看“第三方测评”所购
买的商品出现过质量问题；
35.7%的“第三方测评”涉嫌
虚假测评。专家认为，“第三
方测评”的结果会影响消费
者购买行为，客观公正科学
的测评结果有助于实现消费
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
易权等权益；不客观、不公
正以及不科学的结果还会
损害经营者商业信誉，破坏
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