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买支口红必须购买售价超千元的 “套盒”， 热
门色号有货但不单卖……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众多
国际美妆品牌存在 “强加门槛” “配货售卖” 的现
象。 “热销款” 搭售 “冷门货” 的行为正在一些品
牌 、 类别的美妆商品间蔓延 。 (6月11日新华社 )

□老笔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配货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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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遏制婚纱照乱象需强化法治

■世象漫说

产业（行业）工会创新发展是一道“必答题”

微整形不能
变成“危整形”

■劳动时评

对“黑外教”
必须零容忍

李雪 ： 退张电影票有多难 ？
电影票不能退改签理由成立吗？
一些霸王条款为什么迟迟改不
动？ 一些专业人士建议， 针对电
影退票纠纷相关部门要明确 “退
改签” 的具体规定， 保障消费者
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电影票 “退改签”
就不能成老大难。 落实好电影票
“退改签”， 对于影院以及订票平
台或许并没有亏吃， 毕竟人性化
的举措才能赢得消费者。

电影票“退改签”
岂能成老大难

斯涵涵 ： 2018年4月 ， 赵小
姐在私人整形工作室接受微创手
术后出现脸部肿胀、 头疼等不良
反应， 辗转京沪多家医院就诊，
诊断结果都是手术植入的物质牵
扯头部神经。 2019年2月，她在武
汉协和医院接受全麻手术， 取出
部分残留物。必须强调的是，微整
形是一种医疗行为， 关系到人民
身心健康和公共安全， 需要精密
到位的监督和规范。 微整形不是
小问题，行业乱象亟待 “矫正”，
整容速成化亟待精准打击。

大力推进产业（行业）工会
创新发展， 是工会改革的一项
重要内容， 各级工会有责任努
力“解答”好这道“必答题”。

“拍鸟别害鸟”应成摄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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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即将步入婚姻殿堂
的新人来说 ， 拍婚纱照必不可
少， 镜头能够记录下他们幸福甜
蜜的美好时光和青春回忆。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 在光鲜亮丽的婚
纱照背后， 婚纱摄影行业鱼龙混
杂、暗藏玄机，消费环节到处都有
“猫腻”。 隐性消费、二次销售、样
片当客片……新人们一不小心就
可能掉进不良商家的“陷阱”里。
（6月12日 《工人日报》）

婚纱照看似小事， 却事关新
人幸福，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一部分， 值得关注。 但事实表
明， 遏止婚纱照乱象既不能依赖

商家自律 ， 也不能光靠媒体曝
光， 还不能指望消费者维权。 而
是需要对症下药， 强化法治。

一方面， 商家乱来， 导致婚
纱摄影行业的投诉呈逐渐增加趋
势， 主要是婚纱影楼侵害消费者
知情权的问题。 根据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
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 即 “知情
权”。 但相关法律中却对侵害消
费者 “知情权” 没有具体的处罚
规定， 而且一些细节问题在法律
上也不好界定。 这增加了婚纱摄
影消费维权的难度， 更提醒法律

有必要细化， 既倒逼商家不敢玩
“猫腻” 设 “陷阱”， 也为执法和
维权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 针对行业准入门
槛低或者无门槛 、 质量标准缺
失、 合同不规范、 监管职责模糊
等现状， 应以问题为导向， 开列
清单， 做出具体可操作的制度性
安排 。 尤其监管部门要守土有
责， 对违法违规的商家要利剑高
悬， 及时查处， 形成震慑， 以实
际行动回应新人们的关切。 只有
强化法治， 方可望还行业一个健
康有序以及市场和消费者一个公
平公道。 □张国栋

□张刃

最近， 一只小猫头鹰在绿意
盎然的圆明园 “落户”。 猫头鹰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萌萌的大
眼睛特别可爱。 可是， 一些拍鸟
人的不文明行为让小家伙不堪其
扰。 为拍到 “好照片”， 有人甚
至用竹竿捅正在窝里的猫头鹰，
还有人播放鸟鸣， 强迫原本闭眼
休息的猫头鹰睁开眼睛。 （6月
11日 《北京晚报》）

拍鸟别害鸟当成摄影基本
功， 而且更是摄影者应有的文明
素养。 此前媒体就曾表示， “拍
摄动物属于生态摄影， 其内在意
涵就是对原生态自然景观的真实
记录， 人们不应该侵扰、 干涉、

改变动物的生活习惯”。 的确如
此， 原生态才是最美的。 人为的
诱拍， 或许不会给动物造成致命
伤害， 也或许不会触犯法律， 但
却违背了摄影师职业精神。

况且， 任何照片均难逃专业
人士的慧眼， 有没有布景， 有没
有诱拍， 通过蛛丝马迹， 都能看
出来。 投机取巧拍摄的照片， 与
摄影师在野外风餐露宿、 起早贪
黑 ， 获得的珍贵的动物画面 ，
定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毕竟， 为
了一己私利而伤害动物， 既缺失
了对大自然、 对生命的敬畏， 且
拍出来的照片算不上是真正的
美， 也就更谈不上对摄影艺术的

真正热爱。
总而言之， 拍摄动物应该出

于爱， 即便想借此出名得利， 也
应该恪守相应的规则， 既要遵守
法律规定， 又应以不伤害动物为
底线。 尤其是， 在公园里拍鸟，

文明之举更突显重要。 毕竟， 其
负面效应不得不考虑， 比如， 竹
竿捅正在窝里的猫头鹰的行为，
难免会让后来者跟风效仿， 尤其
对未成年人更是一种负面引导，
就理当规避。 □杨李喆

《工人日报 》 报道 ， 大连市
总工会日前出台推进产业 （行
业） 工会创新发展10项措施， 从
组织体制、 管理模式、 活动方式
等多方面入手， 为构建新时期产
业工会工作新模式提供系统性保
障。 报道内容虽然比较简略， 但
所列10项措施条条触及产业 （行
业） 工会问题的热点、 难点， 值
得工会工作者关注。

这10项措施包括： 优化市级
产业工会组织形式和代表结构；

优化市级产业工会领导机构构
成； 调整理顺产业工会与市总职
能部门的关系； 调整理顺产业工
会与市直机关所属企事业单位工
会的关系； 调整理顺产业工会与
地方工会的关系； 推动建立区市
县级行业工会联合会； 加强产业
（行业） 工会干部队伍建设； 完
善产业 （行业） 工会工作制度；
加大对产业 （行业） 工会工作的
支持力度 ； 切实加强产业 （行
业） 工会工作组织领导。 以上这
些课题的存在与破解， 对于从事
工会实际工作， 特别是区 （县）
级工会同志来说， 都是绕不过去
的 “必答题”。

产业工会不是新鲜事物。 历
史上， 工会诞生之初就是以同一
或相近产业工人的权益诉求为基

础组织起来的。 我国现行 《工会
法 》 《中国工会章程 》 明确规
定， 中国工会实行产业和地方相
结合的组织领导原则。 就是说，
产业工会是中国工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 堪称 “半壁江山”。 因此，
省级以上工会组织机构中都有若
干历史悠久 、 相对独立的 产 业
工 会 设 置 。 不 过 ， 计 划 经 济
年 代 形 成 的 产 业 工 会 建 设 与
工 作 上 的 弊 端 ， 在 改 革 开 放
特 别 是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建 立 之
后 ， 逐 步 显 示 出 了 组 织 不 健
全 、 作 用 发 挥 差 、 运 作 困 难
多等问题 。 客观条件的变化要
求加强产业工会的改革与创新，
这也是近年来省以上产业工会不
断调整的根本原因。

随着工会组织扩大覆盖面 ，

增强凝聚力的进程 ， 产业 （行
业） 工会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性和
必 要 性 更 突 出 体 现 在 市 、 区
（县） 及以下工会工作中。 这在
众多非公、 小微企业工会组建、
集体协商中尤显迫切。 新形势下
加强产业 （行业 ） 工会组织建
设， 重点在市、 区 （县）， 着力
点在划分更细的行业工会联合
会， 同样是客观条件变化使然。

从工会组织结构现状看。 一
方面 ， 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相
比， 组织不够健全， 越到下层越
显薄弱， 甚至 “缺腿”， 因而组
织覆盖有较大空间； 另一方面，
迅速增加的基层工会绝大部分在
小 微 企 业 ， 加 强 对 新 建 基 层
工 会 工作的指导 ， 迫切需要增
强各级产业 （行业） 工会力量 ，

以充分发挥其直接联系基层工会
的优势。

从工会担当的基本职责看 。
工会要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 当
然是越有针对性效果越好。 不同
产业 （行业） 的职工有不同的权
益诉求， 通过产业 （行业） 工会
具有鲜明指向的工作， 围绕本产
业 （行业 ） 职工最关心 、 最直
接、 最现实的问题与政府部门合
作， 提出意见建议； 与企业行政
对话， 开展平等协商、 签订集体
合同， 可以更有效地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 在履行工会基本职责中
发挥其独特作用。

大力推进产业 （行业） 工会
创新发展， 是工会改革的一项重
要内容 ， 各级工会有责任努力
“解答” 好这道 “必答题”。

交了2.58万元学费学英语，
报名时说好的英语母语外教，
开课后却是东欧老师来上课，
还经常出现明显语法错误……
重庆市民郭女士在北碚区一家
外语培训机构生了一肚子气。
不少外教母语非英语 、 低学
历、 无经验， 却动辄数万元学
费。 （6月12日 《劳动午报》）

从教育科学角度说， 学好
外语、 学好口语并不必非得跟
着 “外教” 学外语。 但很多家
长由于无知， 误认为跟着 “外
教” 学的外语特别是口语才正
宗 。 尤其是当下 “全民外语
热 ” 并没有降温 ， “双语教
学” 成为一种时髦， “外教”
成为教育机构招生的活广告，
使得教育机构 、 社会对 “外
教” 的需求量非常庞大。 而在
目前， 根据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制度， 符合 “外教” 资质的
外国专业人才很少， 导致 “外
教” 市场处于供不应求局面。
这就让一些招不到符合资质要
求 “外教” 的教育机构， 瞒天
过海， 招聘 “黑外教” 忽悠家
长、 学生。

因此， 治理 “黑外教”，让
“黑外教”无处藏身，从治标之
策上说，监管部门必须给力，有
必要建立 “外教”“白名单”制
度，实现一键查询。教育部、地
方各级教育局应在官方网站上
公布取得资质的外教名单目
录，以及包括姓名、国籍、学历、
照片等信息， 既方便教育机构
聘请“外教”时核实其是否具有
“外教”资质，也方便家长孩子
所在学校聘请的“外教”是不是
“黑外教”，进而对“外教”进行
强有力的监督以及投诉、举报。

从治本之策上讲， 广大家
长要破除心中对洋面孔的迷
信， 不要盲目崇拜外教， 减少
“外教 ” 的市场需求 。 如此 ，
才能铲除 “黑外教” 的生存土
壤， 家长才不会上当受骗。 当
然， 这不太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能实现， 这需要持久的教育理
念广播来实现。

总而言之， “外教” 是教
育的一部分， 对 “黑外教” 必
须零容忍。 □张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