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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莱斯车主否认炒作 用真实杜绝“摆拍”

据媒体报道， 2025 年度省级机关

（单位） 录用公务员考试报名正在进行

中。 截至 11 月 8 日， 四川、 上海、 浙

江、 山东、 天津、 江苏等 6 个省份已发

布 2025 年省考公告， 将于 12 月 8 日

举行公共科目笔试。 本届省考中， 诸多

省份招录计划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和基层

一线倾斜。 多省份也明确， 部分招录条

件年龄放宽至 40 岁。

我国《公务员录用规定》 中明确规

定： “报考公务员年龄应当 18 周岁以

上， 35 岁以下。” 因而长期以来， “公

考 35 岁年龄门槛” 已成为很多人潜意

识里的一种共识。 为此， 一旦过了“35

岁年龄门槛”， 许多超龄青年便不得不

放弃公考。

但近年来， 由于就业难、 就业焦虑

等原因， 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公考 35

岁年龄限制” 已不合时宜。 于是， 建议

“公考取消 35 岁年龄限制” 的呼声越来

越高， 包括全国和地方的两会代表、 委

员也以提案的方式， 建议“公考取消

35 岁年龄限制”。 这说明， “公考取消

35 岁年龄限制” 已成社会上一种广泛

的共识。

其实， “公考 35 岁年龄门槛” 有

不少弊端。 一方面， “公考 35 岁年龄

门槛”， 明显带有年龄歧视的成分， 既

影响了超龄求职者的再就业， 又制造了

职场年龄危机， 不利于公平就业。 另一

方面， “公考 35 岁年龄门槛”， 也制约

了很多 35 岁以上有丰富经验的优秀人

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这显然是一种人才

浪费。

此次， 多地省考明确年龄放宽至

40 周岁， 这无疑是对“公考 35 岁年龄

门槛” 的一种必要纠偏， 值得肯定， 值

得叫好。

当然， 要全面取消公考 35 岁年龄

门槛， 更有待于国家层面对《公务员录

用规定》 进行修订和完善， 通过立法的

形式让“公考取消 35 岁年龄限制” 成

为一种制度和规范， 让公考年龄“有规

可循” “有法可依”， 不再成为一个争

议话题。

此外，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那就是

公务员招考除了要取消 35 岁年龄限制

外， 也应打破“学历限制”， 摒弃“唯

名校” “唯学历” 的用人导向， 让每

一位符合条件的年轻人都能报名参加

公考。 如此， 才能为更多低学历者创

设一个公平、 公正的竞争环境和就业

环境， 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

面。

为“多地省考年龄放宽至40周岁”叫好

□ 廖卫芳

每当出现普通人开车与豪车相撞

的事故时， 常常会冲上热搜， 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即便是看似极其

普通的车辆刮擦， 让普通市民“高不

可攀” 的天价赔偿， 总是异常惊人。

如此高的天价赔偿下， 保险公司的赔

付额度， 已经显得九牛一毛。

遇到类似情况， 大多数网民都会

同情弱者， 毕竟， 豪车动辄几十上百

万的天价维修费用， 远远超出了普通

民众的负担能力。 可是， 若一旦没有

经济能力承担赔偿， 没有得到豪车车

主的原谅或让步， 按既有制度安排，

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按照相关

司法解释， 在事故中负全部或主要责

任， 无能力赔偿数额在 30 万元以上

的， 将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

是 60 万元以上赔不起， 则将判处三

年到七年有期徒刑。

事实上， 豪车碰撞案件的法律判

罚， 不应简单与普通车碰撞的法律适

用条款划等号， 应当充分考虑到其特

殊性。 既然豪车上路所引起的风险

大， 那么豪车上路带来的天价赔偿风

险， 由购买不起豪车的普通老百姓车

主来买单， 既背离了谁消费谁买单的

宗旨， 严重损害弱势群体的切身利

益， 也有悖社会公平正义。

所以， 立法要与时俱进。 《道路

交通安全法》 中第七十四到七十六条

都是关于交通损害赔偿的规定， 国家

层面要针对豪车“天价赔偿” 条款，

进行专门完善性立法， 让国家法律跟

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契合公平、 公

正、 合理的内在要求。

同时， 不妨实行豪车“双保险”

制度， 架构风险共担机制。 比如， 让

价格超过 100 万元的车辆， 新增一

项豪车险。 一旦豪车与普通家用车发

生事故时， 若责任在普通家用车，

则家用车方按照本方保险公司的最

高额度进行赔付， 剩余部分则由豪

车保险进行赔付， 如此以来， 尽管

会给豪车车主上保险时增加些经济

成本， 但至少为豪车车主提供了一

道安全保障，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责任

在对方、 赔偿却拿不出钱的尴尬事件

频频出现。

综合自红网、 极目新闻等

（马九月 整理）

无论如何， 朱女士传达出的豁达

大度、 与人为善的良好品质是值得称

道的， 她也确实免除了货车司机的

高价赔偿， 是拿出了真金白银在帮

助他人。 在没有证据证明其摆拍之

前， 对她进行无理由的谩骂和网暴，

当然是不可取的。 但网民之所以会

有比较消极的揣测， 也有更深层次的

原因。

近年来， “摆拍营销” 的现象确

实过于泛滥， 一些个人或团队为了博

取眼球、 赚取流量， 不惜编造故事、

摆拍场景， 严重损害了社会信任。 在

这种背景下， 即使是真实发生的好

事， 一旦做得高调了， 也容易被质疑

是造假， 其实就是“狼来了” 的故事

一再上演。

对于朱女士来说， 愿意将事情的

来龙去脉说清楚， 无疑是一个明智的

选择。 真的假不了， 假的不能真， 真

相是回击传言最有力的武器。 通过公

开透明的方式澄清事实， 不仅能够消

除公众的疑虑， 还能够进一步赢得人

们的尊重和信任。

此外， 相关部门和平台也应该持

续加强对“摆拍营销” 的治理。 一方

面， 要加大对虚假信息的打击力度，

对摆拍谋利、 虚假营销的行为进行严

厉处罚； 另一方面， 也要加强对社交

媒体的监管和引导， 鼓励用户发布真

实、 有价值的内容， 营造健康、 向上

的网络环境。 唯有用真相和理性去挖

除摆拍泛滥的祸根， 才能修复因多次

“反转” “造假” 而受损的社会信任，

让人们上个网不至于总担心被骗， 也

让美好和真实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近日， 广州一货车在掉头时撞上一

辆劳斯莱斯， 车主朱女士被撞后淡定拍

照， 之后在个人社交账号发视频表示，

不需要货车司机的赔偿， 这一豪爽之举

引发关注。 因为此次车祸， 朱女士社交

账号粉丝疯涨至 100 多万。 但不少网民

认为此次车祸是剧本； 甚至有人翻出旧

照， 称货车司机与朱女士疑似曾同框拍

照。 11 月 10 日， 被撞女车主朱女士更

新社交媒体回应“剧情炒作” 质疑， 称

不会拿亲人的生命开玩笑， 愿意为自己

所说的话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摆拍泛滥之祸须用真相和理性去挖除

可用风险共担机制化解天价赔偿

观
点

据媒体报道，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在短视频平台、 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

上， 有不少直播间打着“工厂直发”

“工厂实景直播” 等口号进行带货， 其

使用的套路如出一辙———端坐在商品堆

中的出镜主播、 源源不断传送商品的传

送带， 给观众营造出一种身处工厂的景

象。 然而， 其中不少直播间实际上是被

精心搭建而成， 其背景可能只是静态图

片或循环播放的录播视频， 抑或用绿幕

抠图等技术合成的虚拟场景。

相比较来说， 消费者对于直观的生

产流程有着天然的信任感， 这种贴近源

头的直播带货， 可以让消费者直观地看

到产品的生产过程， 更能让消费者感受

到产品的真实性与品质保障， 进而增加

对产品的信任度， 极大地增强消费者的

购买信心，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然而，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所谓的

“工厂直播” 使用的场景竟然是假造的，

用户在屏幕上看到的工厂流水线， 实际

上是临时搭建的“伪流水线”， 看似繁

忙实则是同一批商品来回倒腾。 这种使

用假场景的“工厂直播”， 无疑又一次

拉低了直播带货造假的底线， 刷新了大

众的认知， 真是离谱到家了。

实际上， “工厂直播” 用假场景本

质上一种虚假广告违法行为。 根据 《广

告法》 的规定， 商业广告活动是指商品

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

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

商品或者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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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

合成管理规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 可能导致公众

混淆或者误认的， 应当在生成或者编辑

的信息内容的合理位置、 区域进行显著

标识， 向公众提示深度合成情况。

可见，无论是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还是促进“工厂直播”长远健康发展，必

须扯掉“工厂直播”的假场景，严格规范

“工厂直播”。 否则，将使得消费者对“工

厂直播”失去信任和信心。

首先， 监管部门应为“工厂直播”

立规矩、 定标准， 严格要求使用道具搭

建场景或用绿幕抠图等技术合成虚拟场

景的带货直播间要进行显著标识， 明确

“工厂直播” 用假场景而不进行标识的

违规标准、 处罚标准， 切实提高“工厂

直播” 使用假场景的违法成本。

其次，平台要负起主体责任，以技术

和人工手段加强对“工厂直播”内容的审

核和监督，并配套举报机制、处罚机制，

确保“工厂直播”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另外， 网上购物的消费者要长出一

双慧眼， 对“工厂直播” 多留一个心

眼， 对有疑虑的“工厂直播”， 可以通

过观看车间全景乃至公司全景的合理要

求进行辨别， 并及时向平台举报涉嫌造

假的“工厂直播”。

“工厂直播”的假场景必须扯掉
□ 何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