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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芳洲
近期，有关“活体宠物盲盒”

的新闻层出不穷：有消费者怀着
好奇心下单后，收到的却是已在
运输途中死亡的宠物；也有消费
者表示，自己用高价购入的“宠
物盲盒”，拆开后是价值低于预
期的小动物……当深受年轻人
追捧的“盲盒”与“萌宠”两大元
素碰撞在一起，催生出的却是

“带血生意”。
在不少网络购物平台上，

“活体宠物盲盒”售卖的宠物包
括猫、狗、乌龟、仓鼠、蜥蜴等。
大部分商家会以尊重生命为名
特别约定，不接受一切理由的拒
收、退换和中差评。

宠物盲盒卖家“不接受差评
退换，玩得起再下单”，实际上侵
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如果动物
存在健康问题，或消费者在开箱
后对盒内动物不满意，由于商家
不 予 退 换 ，消 费 者 维 权 十 分
困难。

此外，活体动物邮寄违反了
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增加了外来
物种和疾病传播的风险。与此
同时，“活体宠物盲盒”的流行折
射出部分商家和消费者在利益
和猎奇心理驱使下淡漠生命的
心态。

不少人养宠物的初衷都是
为了宠物带来的“陪伴感”，但宠
物不是玩具，不能因一时兴起而
随意买入，更不能因新鲜感消
失、健康出现问题而随意抛弃。
而商家装进“盲盒”的小动物多
数来路不明，缺乏必要的疫苗接
种，生存和运输环境极为恶劣，
众多“活体盲盒”商品的售后评
价中也充斥着宠物货不对板、不
到一个星期就生病等信息，足以
说明这些商家对生命缺乏基本
的敬畏之心。

根治“活体宠物盲盒”乱象，
电商平台首先要加强信息筛选
和监测能力。快递公司要提高
检查能力，严控对禁运物品的违
规运输。对于合规托运的活体
动物，要做好防疫、消毒和检测
等工作，如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动
物死亡，要做好无害化处理，并
承担动物防疫相关责任。

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于
此类新型经济领域的监督和指
导。及时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
措施，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念。

“宠物盲盒”岂能“盲管”

近年来，市场上标注“零添加”的食品越来越多，不少新
品牌以此作为营销手段。专家认为，“零添加”标注顺应了
消费需求，但其背后的恐慌式营销及对一些食品添加剂的
污名化暗示值得注意。对某些商家来说，“零添加”的“0”，
无异于误导消费者的套圈游戏。愈演愈烈的“零添加”营
销，该踩刹车了。 据《北京晚报》

移风易俗也要多下绣花功夫
□ 易艳刚

清明节临近，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发布通知，要求严打生产源
头、严查运输渠道、严罚销售环
节、严控末端焚烧，让冥纸冥币无
处可买、无纸可烧。通知明确提
出，党政“一把手”为治理工作第
一责任人，治理不力将被问责。
消息一出，在网上引发巨大争议。

清明节是火灾易发期，地方
政府严防火灾事故、倡导社会新
风的初衷可以理解；而且有一些

人清明祭扫讲排场，甚至在城市
街头焚香烧纸，确实也有一定隐
患。但为何哈尔滨的治理政策
引发民众吐槽？

事实上，哈尔滨2017年、
2018年就曾开展相关整治工作，
但效果未达预期。这次实现了
生产、销售、购买、焚烧全覆盖，
而且明确提出治理成效要与问
责“一把手”挂钩。有网友担心，
这样的治理思路可能导致层层
加码，容易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制

造新矛盾。
社会治理需要科学精准，要

多下绣花功夫，避免简单粗暴，
特别是移风易俗，更需循序渐
进，考虑民众接受能力。几年
前，中原某地激进地推进“平坟”
工作，几个月内将200多万座坟
墓铲为平地，就曾引发轩然大
波。涉及民众利益和情感的工
作，职能部门最好别“拍脑袋”，
不妨多问计于民、问智于民。

移风易俗是全国各地面临的

共同话题，也是民众所支持的，但
这项工作应该建立在社会共识的
基础上。如何建立共识？一些地
方在清明节前倡导鲜花祭扫、网
上祭扫等无烟新型祭扫方式，并
加强森林防火宣传、制定消防紧
急预案，就很好地兼顾了尊重民
俗与保障安全，值得借鉴。

当然，对于民众来说，积极响
应移风易俗号召，选择现代的纪
念方式，探索绿色安全文明的祭
扫方式，也是在给社会作贡献。

绘画 李嘉 配诗 郝玲

警惕刷手机赚钱套路老年人

□ 杨李喆
看视频赚钱、玩游戏赚钱、喝

水 赚 钱 、睡 觉 赚 钱 、走 路 赚
钱……如今，不少老年人沉迷于
刷手机完成“赚钱任务”。然而，
操作中老人才发现，赚钱任务总
是绕不开看广告，标榜的高收益
迟迟难以兑现，甚至还可能面临
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越来越多
老年人正沦为网络江湖的“韭
菜”。

刷手机赚钱背后终归是套
路，于老年人而言，应该增强防
范，面对看视频赚钱、玩游戏赚
钱、喝水赚钱、睡觉赚钱、走路赚
钱，须多留几个心眼，毕竟，如此
轻松挣钱的游戏多是忽悠。所
以，老年人应少些贪图便宜的心
理。遇到天降的好事，也要多问
几个为什么，发现自身权益受到
侵害时，要学会依法维权、及时
止损。

同时，也需要相关知识的普
及。由于老年人接触智能手机
相对较晚，对于网上信息难辨真
伪，面对“数字鸿沟”往往倍感无
助，而通常又会把钱看得很重，
结果很容易被一些噱头诱导或
欺骗。所以，政府相关部门或者
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举办公益培
训班，教会老年人正确使用智能
手机及网络，使他们远离网络诈
骗及各种套路。

此外，也应加大对不法APP
的规范。有些APP不仅是套路重
重，甚至给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便
利。比如，有的游戏APP显示可
以领哪些礼包，一点就扣钱，而
即便较真一番后，钱款得以退
回，姓名、手机号码、支付宝账号
等信息也不得不和盘托出。对
此，就需要相关部门完善标准，
加强监管，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加大曝光和处置力度。

总之，防范老年人被刷手机
赚钱所套路，需要多方位发力。
尤其是，老年人一旦陷入其中，
不仅会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还
可能带来很多潜在风险。而这
也正需要互联网企业增强法律
意识，杜绝各种套路，应该以高
质量的产品服务好用户，而不是
千方百计坑害用户。所以，行业
自身也须增强自律，杜绝违法违
规现象。

送外卖岂能玩“掉包计”

□ 贾亮
近日，湖北武汉的王先生遭

遇糟心事：外卖骑手送上门的7
道菜，有6道不是自己下单商家
提供的。骑手甘某回应称，通过
买1个真菜6个其他店家的“假”
菜，再附上假水单（即账单），他

“昧”了顾客36元。饿了么平台
回应称，因骑手已经失联，平台
对消费者先行赔付，并安排专人
与消费者沟通后续事宜。平台
已停止该配送员的服务资格，并

联动商家向相关部门举报。
甘某说，此举“目的是为了

帮客户节省时间”，显然难以自
圆其说，有此行径的也许还不
止他一人。有多少顾客被蒙
骗，又该给予怎样的补偿，警方
和相关平台应重点关注。

外卖小哥不走正道，恐怕是
平台规则有漏洞可钻。据饿了
么客服称，顾客下单时，平台只
收取跑腿代购费用，再和骑手结
算；购买商品的钱由骑手支配。

这就意味着钱和单子不是直接
下到入驻平台的商家，而是到了
外卖骑手手中。所以甘某耍起
小聪明，搞出“1+6”真假餐。抢
单后再下单的机制，更给外卖骑
手购买假菜品留出了时间。

自己吃的外卖可能不是自
己点的，消费者受损失的不仅是
餐费，还有消费体验；被“截和”
的正版店家也是受害者。这起
事件，外卖骑手自然负主要责
任，而平台方管理的漏洞同样值

得关注。正如网友推断的，“1+
6真假餐”掀开的，可能只是外卖
行业潜规则的冰山一角。在订
餐到送餐的短短时间内，其他商
家不仅知道了具体菜品，而且做
出了同样6道菜，还把假水单打
印好。配合如此密切，“掉包计”
的来龙去脉，公众有权知晓。

无论平台方还是外卖骑
手，无论是抢单下单的过程中，
还是取餐送餐的路上，都要光
明正大地挣钱，别搞歪门邪道。

外卖小哥不走正道，恐怕是平台规则有漏洞可钻。外卖被掉包，消费者损失的不仅是餐费，还有消费体验；被
“截和”的正版店家也是受害者。“1+6真假餐”掀开的，可能只是外卖行业潜规则的冰山一角。

如今，不少老年人沉迷于刷手机完成“赚钱任务”，沦为网络江湖的“韭菜”。刷手机赚钱背后终归是套路，防范老年人被刷手
机赚钱所套路，需要多方位发力。

五花八门零添加，风潮之下当严查。
合理选购不恐慌，莫把添加妖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