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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馆鲸鲨是机器鱼 科技卖点为何成槽点

据媒体报道， 近期， 不少省份陆续

开展了中考体测 。 记者发现 ， 氮泵饮

料、 碳板跑鞋等 “体测神器” 在电商平

台上迅速蹿红 ， 在口口相传中销量暴

涨。 一些商家抓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

理和“临阵磨枪”的需求，宣称自家产品

能够 “点燃状态”“引爆肌能”“助力体测

超常发挥”。受访专家提示， 一些产品的

适用人群是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 对中

小学生提升成绩帮助并不大， 更多是起

到 “安慰剂” 的作用， 甚至可能由于未

成年人身体不耐受而产生不良后果。

如今， 体测成绩在各地中考总分中

占比越来越大， 中考体测也得到考生和

家长高度重视。 为能够提高中考体测成

绩，许多家长在一些商家的诱导下，争相

购买各种“中考体测神器”。“中考体测神

器”真的靠谱吗？笔者认为，莫让“中考体

测神器”收割智商税。 同时，家长也要提

高警惕，“中考体测神器”别成了“伤娃利

器”，反而损害了孩子的健康。

比如， 氮泵小红瓶， 在某电商平台

上有多款产品在售， 每瓶饮品的规格为

50ml左右， 售价从几十元到百余元不

等，销量较高的一款已售出超过8万瓶。

在商品宣传页，满目都是“一口来劲”“让

你瞬间兴奋”“大幅提高成绩”等字眼。但

氮泵是一种健身训练补充剂， 含有咖啡

因、大豆肽、L-丙氨酸等成分，对于学生

来说，平时缺乏锻炼，这些成分都属于刺

激物， 中考体测时服用并不一定能达到

宣传的效果。 相反， 青少年身体比较敏

感， 过度摄入咖啡因等可能造成心律不

齐、血压升高、焦虑、失眠等情况，影响神

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正常发育。

此外， 还有类似 “体育神器” “助

力跑跳鞋” 等， 对于提高中考体测的成

绩作用并不大。 比如， 平时能跳多远的

距离， 跑步能跑到的成绩， 穿普通运动

鞋一样能达到， 诸多 “中考体测神器”

不过是商家忽悠、 欺骗家长和学生的宣

传噱头而已。 对此， 各地工商、 市场监

管等部门必须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

绝不允许商家收割广大考生和家长的

“智商税”。 一方面， 针对一些商家虚假

宣传 、 夸大功效等不法行为 ， 一经查

实， 立即下架相关商品， 并予以严厉的

法律制裁； 另一方面， 网络销售平台要

加强对入驻商家的监管 ， 将兜售 “三

无” 及劣质产品的商家拒之平台以外，

对违规违法经营的商家立即查封平台账

号， 并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和处理。

总之 ， 提高中考体测的成绩 ， 靠

“神器” 走捷径是非常不靠谱的事。 中

考体测的目的， 是督促学生加强体育锻

炼。 如果一味依靠 “中考体测神器 ”，

还有可能适得其反， 中考体测的成绩没

有提高多少， 反而考生的身体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伤害 ， 变成了 “伤娃利器 ”，

最终得不偿失。

“中考体测神器”别成“伤娃利器”
□ 丁家发

这是一场关于消费者权益的讨

论， 也是对海洋主题公园生存状态、

科技创新与自然教育如何和谐共存的

一次反思。

今天， 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条，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信息应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引人

误解的宣传。 深圳小梅沙海洋世界若

未能在宣传材料中明确标注展出的是

人造鲸鲨，而是以“鲸鲨展”等模糊表

述吸引游客， 无疑是对消费者知情权

的侵犯，也是对市场诚信原则的违背。

公开透明是建立消费者信任的基

础。 对于海洋主题公园而言， 引入人

造鲸鲨这一创新举措， 本是为了在保

护海洋生物资源、 减少运营成本的同

时， 提供新颖、 安全的观赏体验。 然

而， 若缺乏足够透明度， 不仅会让游

客感到被欺骗， 也涉嫌虚假宣传， 还

可能损害整个行业的信誉。

活体鲸鲨的展示， 能够让游客近

距离感受到海洋生物的魅力， 激发人

们对自然的敬畏与保护意识。 而人造

鲸鲨， 在传递生命真实感与生态系统

的复杂性方面， 仍有一定局限性。

因此， 海洋主题公园在引入人造

鲸鲨时， 还需着重考虑如何平衡科技

与自然教育的关系。 一方面， 可以通

过高科技手段增强展品的互动性与教

育性， 如利用 AR、 VR 技术模拟鲸鲨

的生态环境， 让游客在虚拟世界中体

验与鲸鲨共游的奇妙感受。

另一方面， 也应加强对活体海洋

生物的科普教育， 通过讲解、 视频、

互动展览等形式， 向游客传递海洋生

物保护的重要性， 以及人造展品与自

然生物之间的异同。

而为了避免类似 “假鲸鲨事件”

的再次发生， 海洋主题公园在引入人

造展品时， 还应提前通过官方渠道详

细公布展品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展品

的性质 （人造或活体 ）、 制作技术 、

展示目的及环保意义等， 确保游客在

选择购票时能充分知情。

综合自极目新闻、 新京报网等

（马九月 整理）

看到了 “假鱼”， 可不是在什么

山寨动物园， 而是在正规的大型海洋

馆里。 据了解， 这些 “假鱼” 还不便

宜。 业内人士表示， 仿生鲸鲨身价最

高上千万元一只。 不过， 真正的鲸鲨

更贵。 鲸鲨、 虎鲸等大型海洋动物身

价动辄上亿元， 而且还很稀缺。

所以 ， 一方面 ， 带满科技感的

“机甲鲸鲨 ” 的出现 ， 是无奈之举 ，

或许里面还有运营方节约成本的考

虑。另一方面也值得肯定，“机甲鲸鲨”

的出现， 对保护海洋大型生物有一定

的益处。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

些大型海洋生物，并不适合人工养殖。

但是， 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 海

洋馆和游客之间属于商业交易行为，

海洋馆都应该事前告知游客： 海洋馆

里的鲸鲨是仿真的。 对此不能遮遮掩

掩。

然而， 记者查询小梅沙海洋世界

多个购票平台详情时， 并未发现任何

有关机甲鲸鲨的提示， 仅在其公众号

中可以看到 “机甲鲸鲨” 的描述。

真实鲸鲨因为身体庞大， 生活在

海洋里， 一般人很难见着， 有一定的

稀缺性， 游客中可能会有人是冲着它

来的。 但是， 他们未必知道鲸鲨在海

洋里的生存现状并不好， 也未必知道

海洋馆并非鲸鲨的理想栖息地。

游客来海洋馆是为了 “看稀奇”，

想一饱眼福， 带有一定的娱乐游玩属

性。 同时， 海洋馆还承载着科普的责

任， 有必要告知鲸鲨的相关知识， 唤

醒游客的环保意识。

诚然， “机甲鲸鲨” 是假的， 但

的确是科技进步的结果， 有一定的替

代性。 科技感满满本身， 也不乏卖点

和亮点。 如果将这些故事讲出来， 就

是一个环保方面的好故事。 虽然效果

未必能达到真正拥有鲸鲨那样的 “卖

点 ”， 但至少能让游客从中有所悟 、

有所得。

据媒体报道，今年“十一”，深圳小梅

沙海洋世界试营业，吸引大批游客，众人

期待亲眼见到真实的海洋巨兽， 但最终

却只看到了“假鲸鲨”，不少人抱怨被“欺

骗”。“我们全家出行，花了近千元，你给

我看假鱼？ ”“和活体海洋动物养在一起，

会不会（对动物）有危害”“想法不错，但

（人造鲸鲨） 做得有些劣质”“假的挺好，

鲸鲨属于大海”，有关“如果你在大型海

洋馆遇到假鲸鲨怎么办” 的话题近日在

网络上引发讨论。

这本是一个环保的好故事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观
点

据媒体报道， 近期， 大庸古城项目

备受外界关注。 这一项目投入总金额约

25 亿元， 运营 3 年多累计亏损已超 5

亿元； 今年上半年仅 2300 人购票， 日

均购票人数不足 20 人。

斥巨资，建古城，梦想着日进斗金，

结果是一座座仿真古城拔地而起。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对于这些人造古城游客

并不买账，以至于不少古城门可罗雀。

大庸古城的日子不好过， 其实国内

不少古城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古城宣

传里把自己说得如何如何好， 如何如何

有历史文化特色， 可谓天花乱坠。 可在

游客眼里 ， 这些古城却毫无吸引力可

言， 要么就是商业一条街， 要么就是一

堆仿古的房子而已。

投入大， 回报低， 所谓的古城变成

了一张有名无实的名片。 问题到底出在

哪里？ 原因是什么？ 的确值得反思。

古城当然很好， 但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适合建古城。 从决策层面来看， 一些

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推进人造古城项目

时， 往往缺乏深入的市场调研和科学的

规划论证。 他们盲目跟风， 认为只要有

资金、 有土地、 有资源， 就能打造出吸

引游客的景点。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旅游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游客的

口味也在不断变化。 如果没有准确的市

场定位和独特的卖点， 人造古城项目很

难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另外， 决策者在

推进古城项目时往往又好大喜功， 过于

乐观地估计了项目的收益和前景， 而忽

视了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 这种决策失

误， 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 也给地方

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从经营层面来看， 人造古城项目的

运营和管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 一方

面， 这些项目往往需要大量的日常维护

和管理费用 ， 包括建筑维护 、 环境保

洁、 安全保障等方面。 另一方面， 由于

游客数量不足， 项目的收入难以覆盖这

些费用， 导致经营陷入困境。 此外， 一

些项目在运营过程中还存在服务质量不

高、 旅游产品单一等问题， 进一步影响

了游客的体验和满意度。

古城既然建了， 那也不能空着、 闲

着， 应该想办法尽量利用起来， 把资源

盘活。 这就要求这些人造古城要更加注

重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传承， 打造具有独

特魅力的旅游品牌。 同时， 还需要积极

探索 “旅游+” 新模式新路径， 推动旅

游与文化、 农业、 体育等产业的融合发

展， 实现旅游产业的提质增效。

发展古城旅游无可厚非， 但不能盲

目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今大庸古城

的困境就是跟风建古城所酿成的苦果。

大庸城的困境是“古城热”酿下的苦果
□ 刘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