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英国每日邮报，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只被虐
待的狗熊在马戏团待了三十年， 身材瘦弱， 已没
有一般正常狗熊的样子。 去年狗熊才被野生动物
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救出， 并享受了 “熊生” 第
一次的冬眠。 从冬眠中醒来的它身体状况良好，
一改此前皮包骨头的瘦弱样子。

点评： 为什么被虐待了三十年才被发现和解
救呢？ 可怜的狗熊， 希望它今后的 “熊生” 不再
有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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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楼墙体倾斜开裂
仅靠数十根木棒支撑

■本期点评 雨山

街头拼“睡”字
呼吁关注睡眠健康

武汉一高中放大招
让爸妈进课堂陪读

霸气交通标语
劝行人别翻栏杆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浙江杭州多
家媒体联手举办 “问题车展”， 曝光近20个品牌
100余辆 “问题车”， 并邀请技师、 律师等专业人
士现场帮助维权， 督促相关汽车厂商出面解决问
题。 据悉， 杭州 “问题车展” 至今已连续举办五
届， 各主办媒体后续将联合行动， 在日常的节
目、 报道中予以跟踪、 处理， 争取件件有回复，
事事有回音。 （3月15日新华网）

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建汽车广场的情境下， 浙
江杭州多家媒体联手举办 “问题车展”， 而且已
连续举办五届， 令人欣喜。 毫无疑问， 随着汽车
驶入寻常百姓家， 由于泥沙俱下， 萝卜快了不洗
泥， 一些问题车辆也招摇上市， 蒙骗消费者。 与
此同时， 人们在呼唤主管部门严格监管之时， 也
亟需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为消费者支招维权。

为消费者支招， 就是要告诉他们如何选购，
怎样鉴别， 出了问题咋样维权； 而为消费者维
权， 除了曝光违法企业， 帮助消费者打官司， 最
具体可行的， 就是邀请技师、 律师等专业人士现
场帮助维权， 督促相关汽车厂商出面解决问题。
一般情况下， 比起势单力孤又两眼一抹黑的购车
人， 专业人士与团队维权， 是和不法商家角力的
最好方式。 毕竟， 有些企业的狡诈令人防不胜
防。

写到这， 忽然想起了刚刚看到的一个案例，
很有借鉴意义。 据3月5日各大网媒报道： 经过多
个月的努力， 浙江萧山高女士终于拿到4S店赔偿
的购车款和3倍罚款129.6万元。

半年前， 高女士在一家奥迪4S店看上了一辆
做过厂家巡展车的奥迪A4， 在初步检查和砍价
后， 最终以32.4万元成功拿下这辆新车。 4S店在
合同上也表明， 此车为厂家巡展用车， 无事故、
无泡水、 无故障。 高女士的儿子将车开回家途
中， 在操作熟悉仪表盘按键时惊呆了， 他发现这
辆车的里程数达到3427.3公里。

鉴于怀疑4S店隐瞒里程数， 高女士将车送其
他店进行检查， 结果发现车辆除了里程数动过手
脚外， 还存在刹车盘磨损程度严重、 后轮挡泥板
塑料板破碎、 油底壳凹陷、 水箱框架下支架断
裂、 底部多处擦伤以及车前大面积钣金以及油漆
痕迹等情况。 可以说， 商家为了销售事故车， 很
无耻， 没有一点道德底线。

俗话说，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树林子大了什
么鸟儿都有， 面对各类显性隐性的侵权行为， 作
为消费者， 除了自己注意学习， 货比三家， 更需
要杭州 “问题车展” 这样的方式大张旗鼓展示、
曝光， 在为消费者维权的同时， 让问题车企臭名
昭著， 得不偿失。 从这个意义上， 由衷希望这样
的方式在各地落地， 为消费者保驾。

专业维权最给力

美国马戏团
狗熊被虐30年没冬眠

角力不法商家

3月13日， 上海黄浦区， 黄陂南路永年路一
石库门旧里房屋发生倾斜开裂， 外墙用数十根木
棒进行加固， 场面十分壮观， 不少路人走过时都
加快了脚步。 据了解， 此处房屋开裂倾斜是由于
相隔一条马路的两个建筑工地野蛮施工造成。 此
段居民小区为上世纪20年代建成的砖木结构石
库门建筑， 房龄至今已经90余年， 受影响的居
民就多达几十户。

点评： 90岁的老房子， 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应该赶紧想办法解决问题， 别等出事再说。

3月14日， 正值世界睡眠日前夕， 睡眠师唐
堂带领自己的学生贴上面膜， 在长沙街头用人体
拼成了一个巨型的 “睡” 字， 以此呼吁市民关注
睡眠健康， 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点评：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很多人
都有失眠的状况， 好好睡觉才能好好工作。

为让家长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 武汉一高中
推出 “家长陪读”。 家长早上6点多到学校， 与高
中生一起上课、 跑操， 到食堂就餐等等， 直到晚
上9点30分上完自习才回家。

点评： 父母陪读， 可以让大人们了解孩子们
学习的压力。

“还跳栏杆 ， 这嘎嗒都撞死多少人了 ” 、
“天桥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翻栏杆” ……3
月14日， 在长春市区快速路沿途多处天桥以及
栏杆上， 悬挂着多条条幅， 劝诫行人珍爱生命，
不要横穿马路。 不过， 很多市民对条幅过激内容
褒贬不一。

点评： 乱翻栏杆是不对的， 文明出行的习惯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成的， 指望一两条标语不太
可能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