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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诵读
声绕晋祠

本报讯（记者 陈辛华）“建党百
年，红动太原，文物赋彩——书声琅
琅，诵读经典”主题活动，5月 18日在
晋祠博物馆举行。

诵读经典活动由太原市文物
局、山西广播电视台主办，晋祠博物
馆职工、山西省朗诵艺术协会艺术
家以及我市多所小学的近三百名师
生代表，共同带来精彩的诵读表
演。诵读者精神饱满，回顾红色经
典，传承爱国情怀。《为党歌唱》深情
化在声音里，《晋祠赋》道不尽晋水
源头千古事，《晋祠，晋祠！》礼赞山
西新篇章，《中华颂》讴歌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晋祠博物馆还向各学校
赠送了《晋祠旅游文物丛书》《晋祠
歌吟集》《晋祠联匾额》《晋祠药用植
物》等书籍。

百名红色讲解员
宣讲党史

本报讯（记者 陈辛华）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山西省“百名
红色讲解员讲百年党史”宣讲活动，5
月 18日在主分会场同时启动。

“百名红色讲解员讲百年党史”
宣讲活动，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以“1＋3”的模式开展，省文旅厅
机关为主会场，运城、忻州和长治 3
地为分会场。4 个会场的首场宣讲，
邀请了全省 20 名红色故事讲解员，
其中，有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大赛优秀
选手、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也
有山西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金牌
讲解员，讲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
故事。

宣讲活动包括讲述在山西这方热
土上凝铸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
寨精神、右玉精神等党的精神谱系和
党史故事，让红色文化资源成为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鲜活教材。“百
名红色讲解员讲百年党史”宣讲活
动，将继续走进党政机关、学校、部
队、企业等单位，用感人的语言、朴素
的形式，讲好党史中的真理故事、革
命故事、人民故事、奋斗故事。

游山西读历史
到基层开讲座
本报讯（记者 陈辛华）“游山西，

读历史”文源讲坛主题活动，5月 18日
上午走进张壁古堡文化研究院，一场
讲座通过南北朝时杰出将领斛律光的
故事，讲解山西为何能成为中华各民
族深度融合、团结共存的典型地区。
文源讲坛主题活动，是“永远跟党走”
2021全省群众文化活动之一。

5月 14日至 18日，“游山西，读历
史”文源讲坛主题活动先后走进朔州
市、忻州市五寨县、晋中市介休市，活
动以山西省图书馆文化志愿队为主
体，结合三地在民族融合史方面相连
相通的特点，开展 6场讲座及研学探
访活动，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品牌送
到基层。

三晋文化研究会李树梁担任主讲
嘉宾和研学导师。5月 15日上午，在
广武汉墓遗址，结合实景和现场的浮
雕所反映的历史故事，李树梁讲解了
广武的历史渊源和战争风云，下午以
《斛律金、<敕勒歌>与南北朔州》为题
的讲座，在朔州市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开讲。5月 16日，主题为《北魏王朝的
终结者——乱世枭雄尔朱荣》的讲座，
在五寨县图书馆举办，回顾了尔朱荣
氏族在尔朱川的战斗和生活，普及了
北魏末年风云变幻的历史。讲座后，
文化志愿者和研学团队，实地探访武
王城遗址、明代靖边楼遗址、大小武
州城遗址等。

代言时冲在前头
出事后躲在最后

明星违法代言虚假广告乱象何时休
上海警方最近披露申城首例“套路加盟”合同诈骗案，相关品牌代言人马伊琍被推上舆论风口浪

尖。近年来，从货不对版到夸大宣传，再到造成受众难以挽回的经济财产损失，明星违法代言虚假广
告乱象被广泛关注。相关专家表示，明星代言虚假广告不仅有违社会公德，更涉嫌触犯相关法律。但
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面临“明知或应知”举证责任难等问题。

根据上海警方披露的“套路加盟”
相关案情，犯罪嫌疑人通过收购或注
册“茶芝兰”等 50余个奶茶品牌，以虚
假宣传对外推销加盟服务，伺机实施
合同诈骗。目前，这一案件抓获犯罪
嫌疑人 90 余名，涉案金额逾 7 亿元。
随后，作为“茶芝兰”品牌代言人的马
伊琍，通过其个人及工作室社交网络
平台发表致歉声明，并向受骗消费者、
加盟商致以歉意。

记者采访发现，基于明星公众人
物的特殊身份，其代言的虚假广告，社

会危害性往往要大于一般的虚假广
告。

今年 68岁的上海市民周先生对记
者说，此前，他曾在某 P2P平台投资 38
万多元，但该平台爆雷后，投资款项血
本无归。他表示，尽管此前对投资风
险也多有疑虑，但看到某知名人物代
言这一平台，再加上 8%的年化收益率
让他最终选择投资。

但在产品“翻车”后，被消费者
信任的代言人却很难被追究责任。
近期，网红燕窝品牌小仙炖被北京

市朝阳区市监局处以 20 万元的行政
处罚，并“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
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
但在小仙炖官方网站，仍有明星为
其站台，并称，“我吃小仙炖很长时
间了，一直都很喜欢……所以我决
定投资它，我也愿意将这款好产品
推荐给大家。”

“代言时诱惑太高，出事后代价太
小。”有网友在社交平台评论称，“明星

‘任性’代言的代价，最终是由普通消
费者买单，实在不该。”

——明星代言频频“翻车”的高发
地带，仍有后继者在此频频“上车”。
纵观近些年明星代言翻车现象，保健
品属于高发领域，但部分公众人物却

“前赴后继”。某知名相声演员代言
的天元牌亚克口服液、澳鲨宝胶囊等
十多款保健品广告均违法。另一位相
声演员代言的“藏秘排油茶”因涉嫌
夸大功效、欺诈消费者而被媒体曝
光。

保健品之所以成为明星虚假代言
高发领域，上海市民周先生分析说，庞
大的老年群体让“银发经济”市场需求
旺盛。“像我父亲一个月有 7000多元退
休金，对健康也很关注，看到明星代言
的保健品，尤其是他们喜欢的‘老牌明
星’代言，自然就多了一份信任，也有

了购买的冲动。”
——从“代言人”到“投资人”，商

家从“收割”消费者升级到加盟商。记
者梳理发现，近些年，更多明星不再以
代言人身份为商家和产品站台，而更
多以“首席体验官”“首席产品官”“产
品投资人”等身份活跃于部分商家的
官方网站和电商平台，在规避相关风
险的同时，以更大的诱惑力吸引加盟
商的进入。

上述小仙炖品牌官方网站就宣
称，其明星用户、投资人就包括章子
怡、陈数、吴晓波等。近年来也涌现出
不少主打明星投资人概念的火锅品
牌、奶茶品牌，有业内人士指出，用“明
星投资人”概念的最终目的，“赚的就
是加盟商的加盟费，这可比卖一杯奶

茶、做一桌火锅‘回血’快得多”。
——代言时冲在前头，出事后躲

在最后。有网友调侃说，明星代言翻
车后，“道歉、解约、下次注意”成为应
对的标准流程。“最近，一些朋友在使
用‘爱钱进’产品时遇到问题，我对此
感到十分痛心！”2020年 7月，知名主持
人汪涵代言的“爱钱进”平台出现兑付
困难，事发后，汪涵选择道歉，并表示

“跟进此事”“为妥善解决此事尽自己
的力量”。在“茶芝兰事件”中，马伊琍
工作室发布的致歉声明也表示，“茶芝
兰品牌目前正在接受进一步调查，马
伊琍女士已与该品牌解约。”有网友质
问：“品牌好时，代言人和企业赚得盆
满钵满；品牌出了问题，代言人又想独
善其身？”

法律界人士认为，明星代言并非
拿钱刷脸的“一锤子买卖”，而应事前
详尽调查风险因素、事中及时跟进产
品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说，明星代言“翻车”，需要加大执法力
度，“按照相关规定，关系消费者生命
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
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
布者、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
连带责任。”

对于明星及公众人物来说，应当
遵守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不得为其未
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做

推荐、证明，不得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
假仍作推荐、证明。接受代言前，应当
查验所代言机构是否具有合法资质，
所代言产品和服务是否内容真实、符
合监管要求。

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徐文海
认为，我们不能过度追责，但也不能纵
容明星完全不承担代言“翻车”的后
果。“特别是对于明星来说，背后基本
上都有一个团队，代言前对品牌背景、
工商处罚相关信息、涉诉情况等进行
调查难度并不大，代言‘翻车’后若以

‘不懂法’‘不清楚’来逃避责任显然是
说不过去的。”

徐文海表示，现实中对于明星代
言“翻车”是否有连带责任确实存在
认定难问题，比如如何界定明星尽到
了事前注意义务，又或是如何判定明
星不存在明知广告存在虚假成分还
去代言的主观恶意等。对此，他建
议，一是可以参考环境侵权、劳动纠
纷、医疗纠纷等案件的举证责任倒
置，一旦代言产品出现问题，可以要
求明星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注意义
务；二是行业协会、行业规范以及市
场本身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倒逼明星
更加审慎地对待自己的代言行为。

据新华社电

“一纸道歉”难以承载被频频辜负的信任

明星代言“翻车”怪相多

公众人物还需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