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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3月起至5月底，我市

将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旨在严打制售假劣农

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安庆晚报》3月13日）

近日，短视频平台博主“一个在
版纳的化妆师兔子”发起#挑战爆改
一百人#计划，众多明星与网红纷纷
参与其中，相关视频点赞量突破百
万。该博主通过化妆，并搭配与妆容
适配的服装与发饰，将被改造者打造
出与本人全然不同的形象。网友纷
纷震惊于“爆改”成果，直呼该博主掌
握“易容术”与“妙手回春换头术”。

“爆改”一词最初主要形容汽车
改装的程度非常大，后来被运用到其
他领域，指将某事物进行创意化、个
性化的改造或者改装后，形成强烈的
反差。在互联网爆火的美妆“爆改”
反映出人们对美的追求与渴望，博主
所展现的美妆技巧让大众发现自己
也可以完成外貌的华丽转变，在短时

间内迅速提升自信与幸福感。
在早期的“女生化妆是否为了取

悦他人”的争论中，有许多人表示化
妆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美与他人的好
感，而是呈现出更好的自己，以更加
自信的态度面对生活，并获取幸福
感。通过美妆提升外貌形象是对自
我面貌的重新塑造，美妆“爆改”的出
发点也是如此。发起人希望通过这
次活动让大众看到更多的不可能，让
自身有弱点的普通人建立自信，并打
破化妆羞耻：不必追求“美得毫不费
力”，用力变美也是一种姿态。

然而，随着明星网红的入场与
博主化妆选择的单一性，美妆“爆
改”的发展与预想背道而驰。博主
邀请外貌长相并不出众的谐星与网
红，用“肤白+高鼻梁+深邃的五
官+大眼睛”的公式完成流水线般
的妆造，最终用网红氛围灯与特定
拍摄角度拍出俊男靓女照片。如

此，虽实现了巨大反差感的“爆
改”，但经过同款妆容修饰后的被改
造者，好似一个模子刻出来，失去
了个人的特色，让人难以辨别。本
该强调个人独特审美追求的美妆

“爆改”，却在此刻成为了“标准
美”的宣传单，形成审美固化，忽
略了个体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实际上，审美固化是存在已久
的问题。一方面，扁平化的社交网
络和低门槛的技术使得审美呈现出
模式化、同质化等批量复制的工业
生产特点；另一方面，技术主导了
整个审美文化产品的传播和流通，
在影视和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的
参与下，当代审美文化的流传异常
地方便、快捷，影响面也十分深
广。在美妆与“爆改”视频多元发
展的表象下，我们仍可看到其同一
化、类型化的审美内核。

“图像泛滥”的背景下，美妆流水

线生产出的模式化形象充斥在社会
各个角落，千篇一律的“网红脸”也造
成个体自身独特“灵韵”消失。影像
并非永恒，但在以视觉主导的媒介化
环境中，美妆“爆改”视频的确助推了
同一化审美取向的蔓延，也加速异化
了美的艺术表现。

什么样的妆面美，每个人有不一
样的标准；怎样的“爆改”才惊艳，每
个人也有不一样的答案。目前，千篇
一律的套路与审美固化，不能让人新
鲜多久。当下，不管是雷同的造型还
是夸张的妆效，“爆改”和明星之间的
互动，只是一次娱乐性的尝试，从根
本上来说是热度与热度的双向奔
赴。而在同质化的视频中，我们更想
看到的，是把“爆改”作为体验，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一味追求
所谓的反差感，不拘泥于现有的审美
框架，而是深挖个人的自我风格并展
现独特魅力的美的追求。

美妆“爆改”：自我重塑还是审美固化？
余昭漩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如果种子有假，还能有丰收的景象
吗？眼下正值春耕，农资尤其是种
子质量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
的好坏，决定了农民的收益。因
此，对农资质量的把关也就显得尤
为重要。

我市是农业大市，春耕时节严
把农资质量关，维护的不仅是农民
的利益，更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农
业生产与粮食产量密切相关，一旦
遇上假冒伪劣农资，必将致使粮食
减产，危及粮食安全。

农资检查不能走过场，要与所
负的责任挂钩。就是说谁检查谁负
责，往后一旦发现农资不合格，不仅
要追究经营人的法律责任，也要追
究检查监督失职之责。不妨采取包
店包户检查方式，将责任落实到人，
防止检查监督走过场。同时，将检
查结果与经营户的征信挂钩，凡是

出现不合格农资坑农的，一律列入
征信黑名单，让不法经营者付出应
有的代价。不仅如此，还要吊销其
营业执照，使其永远远离农资经
营。总之，以重典治假，提高违法成
本，促使农资经营者守法守规经营。

起好头，才能行好路，才有农业
生产的大好收成。在此，我们也希
望广大农民积极地投入到农资市场
的打假中来。一方面提高警惕，以
自身的经验识别与判断农资的真
伪。另一方面对怀疑有假的农资，
先不论结果，投诉在先，以求得权威
部门与监管部门的鉴别结论，不要
轻易购买，更不要图便宜，以防上当
受骗。

希望在一系列打假行动的严监
管之下，假冒伪劣农资不再有任何
坑农的机会。希望打假行动净化农
资经营市场，为农业生产丰收与农
民增收奠定坚实基础。

不给假冒伪劣农资坑农的机会
未一平

眼下，正是种子、农药、化
肥等农资购销旺季。能不能买到
可靠、放心的农资，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农民一年的收成。农资一
旦有假，轻者造成农业减产、歉
收，重者使农民一年投入和辛苦
劳动颗粒无收，血本无归。因
此，开展农资打假，保证农民买
到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不
仅是维护广大农民利益的必要之
举，更为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无
异于直接扼杀农民的“生命”。近
年来，我市持续加强“农资打假”
专项整治，农资市场经营秩序有
了明显改善，但农资类违法犯罪
活动仍然多发，假劣农资坑农害
农事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除
了农资经销有利可图，制假售假
谋财不菲外，对行为人惩罚也不
到位。现实中，以劣质农资坑农
害农的违法犯罪活动即使被查
处，也往往因为违法经营者资本
有限或法律规定的处罚金额有
限，受害农民难以获得足够赔
偿。有些案件中损失与赔偿不成
比例，则是因为执法不到位。

农资必须保证质量，不能有
假、不容有假。要保证农资打假
取得更好成效，一方面，要高擎农

资打假利剑，对假劣农资违法犯
罪保持常态化严打高压态势，截
断假冒伪劣农资的生产线和供应
链，让其无法生产、无处流通。另
一方面，要加大对坑农、害农的假
农资违法经营者的经济处罚力
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让违法者
付出惨痛代价。对那些故意坑害
农民的不法分子，要纳入“黑名
单”，不给他们再进入农资行业的
机会。

种优则粮丰，粮安则民安。
让农民购买到放心农资，粮食安
全才有保障，农业生产才能开好
局、起好步，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
基础。我们期待通过农资打假专
项治理行动，切实规范农资市场
秩序，坚决把假劣农资清出市场，
为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提供有力支撑。

念好农资安全“紧箍咒”
冯新

近日，怀宁县高河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在辖区一家农
资经营部检查农资。 通讯员 檀志扬 郑伊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