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直说

“七天成诗人， 蒙眼能辩色”， 通过一系列全脑开
发课程， 可以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思维逻辑能力。 听
到这样的培训班广告， 您会相信吗？ 近日， 多名浙江
省乐清市的学生家长向央广新闻热线反映称， 乐清
“脑立方” 培训中心存在虚假宣传， 不少家长交了6.8
万元的高额培训费， 结果发现课程并没有效果， 孩子
的学习成绩不仅没有提升反而下降了。 (11月4日央
广网 )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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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让“毒跑道”离场需要监管跟进

■世象漫说

对无底线的“死亡营销”不能听之任之

应该尊重
消费者的差评权

像 “死亡营销” 这种引发
市民反感、 道德上应被谴责的
营销手段 ， 仍旧缺乏措施监
管， 这无疑是需要引起国家有
关部门的重视， 并采取相应措
施的。

□苑广阔

■每日观点

话说人工费对公交司机的平时关爱更为重要

吕也玫： 目前全市现有报刊
亭1186处 ， 其中306处经营 范 围
含 有 销 售 食 品 ， 属 于 合 法 经
营 。 据悉 ， 北京市已完成 《关
于规范提升邮政报刊亭的工作方
案》。 方案提出了规范提升报刊亭
的一揽子任务措施 ， 将报刊亭
打造成精致的城市家具 、 新型
的 阅 读 空 间 、 便 捷 的 服 务 载
体 。 将报刊亭改造成新型阅读空
间 ， 是升级报刊亭的服务功能 。
此举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指导意
义， 值得期待。

报刊亭改造成阅读空间
此举值得期待

史洪举： 在北京某大学读大
一的小美在美团外卖订购了一款
蛋糕， 收到后口感特别不好， 就
给了商家一个差评。 此后， 卖家
开始在私信中人身攻击小美， 而
且语气非常强硬。 对于质量很差
的商品和服务 ， 消费者自 然 有
吐 槽 和 差 评 权 。 即 便 是 优 质
商品 ， 由于 “众口难调 ” ， 消
费者的体验和感受也有所不同。
因此， 凡是消费者基于自身感受
和体验所作出的评价， 都应予以
尊重。

水管堵 、 电器坏 、 锁难
开 ……这些生活中不起眼的
小事， 往往难倒许多动手能力
弱的都市人 。 请维修师傅上
门， “十元材料百元人工” 又
屡见不鲜。 面对节节攀升的维
修、 服务人工费， 新华社这篇
报道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维修 、 服务人工费贵不
贵？ 如果跟某些原材料或维修
师傅付出的劳动比， 的确显得
有点贵———明明是手到擒来的
活儿 ， “鼓捣几下 ” 就要百
元， 凭什么？

不过， 这事儿不能只看表
面， 要承认现实， 尊重劳动。

首先 ， 随着社会 老 龄 化
的 加 速 ， 人 口 红 利 消 退 ，
劳 动 力 紧 俏 ， 不 独 维 修 、
服 务 ， 人 工 费 上 涨 已 经 成
为 各 行 各 业 的 共 性 问 题 。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 要 求 降
低 人 工 费 ， 既 不 现 实 ， 也
无可能 。 事实上， 许多发达
国 家 同 样 面 临 人 工 成 本 上
涨 的 问 题 。 简 单 说 ， 凡 是
需 要 附 加 人 工 劳 动 的 商 品
或 服 务 ， 价 格 都 明 显 高 于
纯机械制造或完成的。 那里
的许多岗位尽可能少用人工，
就是为了节省成本。

其次， 维修、 服务一般都
是技术活。 在不会或不懂技术
的人看来 “鼓捣几下 ” 的背
后， 是有技术含量的， （在国
外， 许多独立经营、 上门服务
的维修工人也是需要考取执照
的） 正所谓 “会者不难， 难者
不会 ” 。 人家凭技术为你 服
务 ， 就 应 该 承 认 其 价 值 。
即 使 是 纯 粹 的 体 力 劳 动 ，
如 搬 运 、 清 扫 之 类 ， 既 然
你 自 己 做 不 了 ， 又 必 须 请
人做 ， 当然应该给付报酬 。
至于收费是否合理， 起决定
作用的应该是市场调节， 形成
良性、 有序竞争， 价格自然会
趋于合理。

最后， 维修、 服务人工费
高 ， 会促使一些人学会 “自
力更生 ” ， 这种事例在国外
司 空 见 惯 ， 它 不 仅 对 市 场
调 节 发 生 作 用 ， 而 且 也 是
社 会 资源的节约 。 在这个问
题上， 与其抱怨收费贵， 莫如
反思一下被我们忽视已久了的
动手能力教育。

□一刀 （资深媒体人）

近来， 前央视主持人李咏因
病去世、 重庆公交车坠江等一系
列悲伤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但同
时， 市面上再次出现了一波借伤
痛博眼球的商业营销。 这些拿他
人的伤痛推销产品的行为， 引发
了消费者的普遍不满 。 专家表

示， 营销要有底线， 毫不顾忌公
众情感、 甚至欺骗的行为需要监
管。 （11月5日 《北京日报》）

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咏因病
去世， 微信朋友圈那些卖保险的
为此大做文章， 打着李咏的名义
卖商业保险 ； 重庆公 交 车 坠 江
事 件 刚 刚 发 生 ， 这 些 卖 保 险
的 再 次 闻 风 而 动 ， 极 力 鼓 动
大 家 买 商 业 保 险 。 对 于 这 种
营 销 乱 象 ， 引 发 了 网 友 的 普
遍 不 满 ， 大 家 都 认 为 这 是 在
利 用 和 消 费 逝 者 ， 是 一 种 严
重 缺 乏 道 德 伦 理 底线的行为 ，
有网友直言不讳地表示， 这就是
一种没有底线的 “死亡营销”。

类似这样的 “死亡营销 ” ，
对 于 现 实 中 的 逝 者 家 属 不 但
是一种往伤口上撒盐的行为 ，
会 给 他 们 带 来 严 重 的 情 感 伤
害 ， 而 且 也 同 样 会 伤 害 公 众
的 感 情 ， 让 人 感 觉 到 社 会 上
一 些 人 面 对 悲 剧 、 面 对 他 人
所 遭 遇 的 不 幸 所 秉 持 的 冷 血
态 度 。 这 显 然 不 是 一 个 和 谐
社会所应该有的事情 。

而站在保险业务员、 房产中
介人员以及公司企业的角度来
看， 利用逝者和社会热点事件进
行 “死亡营销”， 看上去抓住了
眼球， 蹭到了热点， 但从营销效
果上来看， 往往会适得其反， 得

不偿失 。 比如记者将某条进行
“死亡营销” 的微信朋友圈发送
给 30位 市 民 询 问 感 受 ， 结 果
100%的市民表示 “无法接受”。

这说明， 一些人或机构进行
没有底线的 “死亡营销” 而不自
知， 只能说明他们自己被流量 、
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变得没有是
非道德观念 ， 但是绝 大 多 数 老
百姓还是是非分明 ， 知道善恶
的。 所以他们的这种无底线 “死
亡营销” 行为， 只能招致公众的
反感， 而不可能达到宣传营销的
效果。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
今年7月份， 银保监会曾对 《保

险代理人监管规定》 公开征求意
见， 意见稿中提出， 保险代理人
及其从业人员在办理保险业务活
动中 ， 不得欺骗保险人 、 投保
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
得以捏造 、 散布虚假事 实 等 方
式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 ，
不 得 以 虚 假 广 告 、 虚 假 宣 传
或 者 其 他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 扰
乱 保 险 市 场 秩 序 。 但 迄 今 为
止 ， 像 “ 死 亡 营 销 ” 这 种 引
发 市 民 反 感 、 道 德 上 应 被 谴
责 的 营 销 手 段 ， 仍 旧 缺 乏 措
施监管 ， 这无疑是需要引起国
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并采取相应
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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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有一条募捐的信息在
不少人的朋友圈刷了屏， 而这名
募捐的对象就是深圳的一名公交
车司机。 10月1日， 公交车司机
魏峰突发脑梗， 在倒下前， 拼命
停好了车辆， 保住了30多名乘客
的生命安全。 魏师傅如今躺在病
床上， 高昂的医药费， 让他的家
人一筹莫展。 在这种情况下， 深
圳市慈善会德义基金在通过轻松
筹为魏峰进行筹款。 （11月5日
《北京青年报》）

公交车司机魏峰倒下了， 如
今社会爱心人士和深圳市慈善机
构， 纷纷伸出爱心之手， 为魏师
傅募捐筹款。 两千余人参与筹集
善款50余万元， 解决了魏峰师傅
治疗费用的暂时困难， 彰显 “一

人有难大家帮 ， 众人拾柴火焰
高， 爱心传递浓浓情” 的社会正
能量。 值得点赞叫好！ 但是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公交车司机的医疗
保障显得不足， 尤其是魏师傅的
后续治疗还有一大笔治疗费用也
让魏师傅的家人一筹莫展。

对公交车司机的平时关爱更
为重要。 公交驾驶员的工作量太
大了， 一天6至8小时的工作， 精
神高度集中， 长时间的驾驶， 尤
其是有的公交公司 “绩效工资”
考核， 让驾驶员 “轻伤不下火
线” 的 “小病扛”， 他们还要面
临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而
工作压力缺乏宣泄渠道， 还经常
受到乘客刁难， 甚至打骂， 无力
改变生存状况等因素容易引发司

机心理抑郁。
给公交车司机更多关爱是最

大的慈善。 作为公交企业， 应该
多些人性化管理， 给予公交驾驶
员更多的人性化关爱， 平时多些

关心， 定期检查身体， 了解他们
的所思所想， 帮助解决一些实际
问题， 让他们休息好， 不要疲劳
驾驶。

□左崇年

近年来， 北京、 江苏等多地
发生校园塑胶跑道不合格的事
件。 针对这一情况， 由教育部牵
头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近日定稿， 从今年11月1日开始
实施。 教育部昨天下发通知， 要
求今年11月1日后交付使用的中
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必须
执行新国标。 （11月5日 《北京
青年报》）

学校运动场地建设， 本是为
了让学生有一个美好舒适的活动
场所， 有利于学生锻炼身体， 增
强体质， 保证学生有一个健康强

壮的体魄， 以便能更好地学习知
识。 校园 “毒跑道” 引发对学生
身体健康问题的关注， 更损害了
学生的健康， 让家长担忧， 在社
会上引起了反响， 众多网民也在
网络媒体上对学校硬件设施建设
提出不同质疑。

净化孩子们的校园成长环
境 ， 彻底铲除 “毒跑道 ” 这颗
“隐形炸弹”， 有必要出台符合学
生身体健康的跑道检测标准， 从
根本上遏制毒跑道生产。 与此同
时， 还应织密监督网络， 对于那
些玩忽职守， 导致毒跑道进入校
园的责任人， 更应严肃处理。 不

能任其继续挥发毒性、 戕害学生
的健康。 除了 “治标” 之外， 还
要有 “治本” 之策： 一方面， 明
确监管责任。 从塑胶跑道的招投
标到建设施工， 从产品工艺到生
产检测 ， 所有的环节和流程 都
必 须 置 于 严 密 的 监 管 之 下 ，
不 能 有 任 何 轻 忽 ， 更 不 能 让
腐 败 钻 了 空 子 ； 另 一 方 面 ，
发现 “毒跑道”， 不仅要及时拆
除， 还要倒查责任； 不仅要追究
学校的责任， 对负有监管之责的
相关部门也必须一查到底， 并且
追究到人。

□吴学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