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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千万粉丝博主曝光“鬼秤”

一、热点概述

近日，网红打假博主“B 太”在社交平台曝光辽宁大连多个海鲜市场有商户存在使用“鬼秤”的问

题，引发网友热议。11 月 12 日，“官方通报 B太遭遇鬼秤事件”登上微博热搜首位。

11 月开始，知名打假博主“B 太”开始了自己的“北上旅游计划”，第一站来到了大连。根据“B

太”视频，他和团队先后走访几个大连的海鲜市场购买食品后复称，发现在新智联市场先后遇到严重的

缺斤短两。比如，在卖鸡铺中，遇到了“七两秤”：刚开始那只鸡秤的时候是 7 斤多，可是拿来复秤只

有 5 斤多，少了足足两斤。在某海鲜加工餐厅，购买飞蟹时，卖家在秤上突然搞起了小动作。在老板称

完后，“B 太”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 2 斤 7 两的海鲜放到秤上再次确认，发现重量准确，没有猫腻。等老

板加工完飞蟹后，“B 太”前往第二家店铺。在第二家店铺内，“B 太”刚将自己买的海鲜放到老板的秤

上，老板就十分机警地迅速将他的东西拿了下来。但“B 太”还是清楚看到，原本 2 斤 7两的海鲜，在

这家老板秤上，竟变成了 3.8 斤，生生多了 1.1 斤。

“鬼秤”顾名思义，就是那些被做了手脚的电子秤，称重显示与实际重量之间存在一些偏差。据报

道，一位店家称，现在所有的“鬼秤”都是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进入设置权限，人们通常买东西的时候

商家都已经提前输入了密码。而这种电子秤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一键重启恢复正常，增强了作弊

的隐蔽性。比如在 B 太的视频中，老板通过重新启动电子秤和输入密码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计量基数，相

同的东西前后称重却总是存在一些偏差。据悉，每台电子秤都有不一样的密码，有的时候厂商不同密码

的设置方式也不同，视频中 B 太为破译“鬼秤”曾先后尝试 500 种密码。记者在电商平台以“密码秤”、

“电子秤 密码”等关键词检索发现，不少商家出售可调节电子秤。记者咨询其中一位店家时，只要告

知一个想要的“数”就会获得相应的“教程视频”。比如在常见的“鬼秤”教程中，电子秤右侧有 M1 至

M6 键，每个键大约能增加 25 克重量，可轻松实现“看人按键”。除这种以按键形式调整的电子秤外，目

前还有可远程通过遥控器进行操作的可调节电子秤。“鬼秤”现象常见于各种单价较高的商品摊位，比

如榴莲、车厘子、海鲜等。

二、答题素材

1.道理论证：

诚信是我国传统伦理的基本概念，也是修身处世治国之本。早在先秦时期，“诚”“信”概念就已经

被提出了。

“诚”字最早见于《左传》：“诚者，实也。”《中庸》把“诚”视为礼的核心范畴，“唯天下至诚，

为能尽其性”。《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信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信

是做人的必备品质。

“信”亦如是。“信”字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意为“信用，可靠”。孔子将“信”视为“仁”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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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提出“敬事而信”“信则人任焉”，将“信”作为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则。汉代董仲舒将“信”与仁、

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视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

诚信一词最早出自《管子》：“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说文解字》曰：

“诚，信也”，“信，诚也”，这说明诚信二字虽然分而解之，其实是一体概念。诚信之义要求人们待人

处事真实诚恳，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

2.对策建议：

（1）全环境立信立德，让信义者有得。

（2）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严惩失信行为。

3.开头/结尾：

（1）买个青菜，遇上“鬼秤”；做个项目，碰上老赖；谈个对象，遭遇骗婚……这样的生活环境，

恐怕谁都不想要。

（2）社会是人与人的连接，生活在社会中没有谁能“独善其身”。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既要做

个诚实守信的人，也要严密监督失信行为，对失信行为、失信之人及时举报、“大声”鞭挞，共同努力

建设充满安全感的社会。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鬼秤”顾名思义，就是那些被做了手脚的电子秤，称重显示与实际重量之间存在一些偏差。

在常见的“鬼秤”教程中，电子秤右侧有 M1 至 M6 键，每个键大约能增加 25 克重量，可轻松实现

“看人按键”。除这种以按键形式调整的电子秤外，目前还有可远程通过遥控器进行操作的可调节

电子秤。对于市面上的“鬼称”现象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危害-原因-过渡-对策-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对于从小就被教导做人要诚实守信的我来说，出门买个菜还会遇到“鬼称”这种事是不能理解的，

它存在很多负面影响。

第二步——危害：

其一，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管金钱损失是大是小，总归是“刺伤了”群众的钱袋子，其次还

会影响消费体验。

其二，不利于商家的长期发展。现如今处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十分迅速，一旦不文明行为被曝

光出来，群众们都会纷纷避雷不再光顾。

其三，营造一股不文明的社会风气。鬼称的存在削减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增加了人际交往的成本，

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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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是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一些人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

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妄想通过投机、“钻空子”“打擦边球”等盈利。

其次，是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给了个别“投

机分子”以可乘之机。

第四步——过渡：

诚信建设的基本路径有诚信道德教育和诚信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其中道德教育属于软约束，制度建

设属于硬约束。所以在将来我们更应该：

第五步——对策：

第一，全环境立信立德，让信义者有得。一方面，在学校思政教育中适当增加诚信教育范例，从少

年儿童抓起，引导人们养成热爱生活、懂得感恩、与人为善、明礼诚信的好习惯。另一方面，努力弘扬

社会正气，注重诚信人物评选，全媒体大力讲好诚信事迹、诚信故事，通过诚信之人的好报、好结局来

引导诚信之风。对于失信行为和失信事件态度鲜明地进行抨击，让其“丑”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人人

喊打。

第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严惩失信行为。一方面，加快社会征信系统建设，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完善包括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

统一平台，推动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同时，开展诚信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强对社会组织、企业

和个人的诚信监督，大力推广诚信红黑名单制度，逐步建立健全激励诚信、惩戒失信的长效机制。另一

方面，注重政务诚信建设。政务诚信关乎政府权威和民心向背，在诚信建设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是其他各领域诚信建设的引领者和标杆。公务人员诚信履职、政府诚信行政，不仅能提升党和政府的公

信力，也能引领诚信社会建设之风。再一方面，不断推进商务诚信建设。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

商务活动的各环节，要建立成熟的契约制度，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让投机之人“一骗成千古恨”，

铲除黄牛、老赖等的立足之地，让“转心眼”的人明白任何时候都不能存侥幸心理。

第六步——总结结尾：

社会是人与人的连接，生活在社会中没有谁能“独善其身”。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既要做个诚

实守信的人，也要严密监督失信行为，对失信行为、失信之人及时举报、“大声”鞭挞，共同努力建设

充满安全感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