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平抗糖产品挖出的“消费陷阱”
□ 戴先任

破解快递柜收费乱象
需要两条腿走路

□ 李秀荣

热点冷评

十一起，快递柜新规实施。在消费者期待

快递服务能更上一层楼时，快递柜诱导“打赏”

一事日前引发热议。据网友反映，丰巢快递柜

在取件时出现需要支付一元赞赏的提示。网

友质疑，丰巢快递柜存在诱导性消费行为。（10

月13日《北京青年报》）

快递柜诱导“打赏”的确是诱导消费行

为。丰巢回应称，用户在扫码取件出现的“打

赏”页面下，有“跳过赞赏”选项，然而，这一选项

设置了倒数30秒的计时，而且“跳过赞赏”的字

体颜色较淡，与背景色相融，用户很可能注意不

到、不知情。这种误导消费者的故意虽然未必

构成欺诈，却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

在快递柜经营企业看来，诱导“打赏”与

“超时”直接收费，是为倒逼消费者按时取件，

避免超期占用。然而，消费者超期占用快递

柜，多数仍是快递员送货不上门、不告知，最多

仅发个短信告知造成的，不能一味把板子打向

消费者。快递不入户也给消费者造成较高的

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谁来弥补？

破解快递柜收费乱象，功夫在收费外，需

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快递企业应通过增加

人手、减少派件量、增加快递员收入等措施保

障快递入户，而非随心所欲地使用快递柜投放

快件，有实力的快递企业也可布局自己的免费

快递柜，提升配送效率；快递员应遵守行业规

范，电话确认收件人是否方便亲自接收，消费

者即使同意使用快递柜，也应及时通知对方取

出快件，并告知快递柜的名称、地址、快件保管

期限等信息。

另一方面，快递柜运营企业应合理设置快

件保管期限，保管期限内不得向收件人收费；

对超期占用情况，应从快递企业一方找原因、

想对策，比如，是否存在不告而放、通知信息手

段单一的问题，要通过增加快递合作企业使用

快递柜的成本等手段，来约束快递企业的任

性，快递柜运营企业的快递包裹代保管服务，

对象不光是消费者，还有快递企业，不能只薅

消费者的“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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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真正的高情商
是待人有分寸，自己有底线

有的人，总能捕捉到别人的感受，能在尴

尬时及时救场；而有的人，总想在言语上胜过

他人，开玩笑没有分寸，伤害他人自尊。修炼

情商，不只是修炼说话的技巧，更要学会在乎

他人的感受，懂得把别人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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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昌莲

立遗嘱财产给猫，如此“恋宠癖”不可有

时事乱炖

近日，一条微博热搜引起了很多

人的讨论：“95后立遗嘱财产留给猫。”

由于在异地求学时，流浪猫给了自己

很多感情上的慰藉，一位 95 后姑娘在

网上咨询律师，能否立遗嘱将财产留

给猫咪。对此，网友们也纷纷亮出了

自己的观点，大部分人觉得匪夷所

思。（10月13日《新闻晨报》）

一名 95 后女孩，想立遗嘱财产全

给猫，其理由是“猫比孩子更需要钱”，

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对此，律师从法

律层面进行了否定：“我们国家的继承

人范围仅限自然人，动物宠物类的无

法成为合法的继承人。”同时，多数网

友持反对意见。然而，律师否定

也好，网友针对的仅是“95后想

立遗嘱财产全给猫”的行为，而

没有触及到出现这种行为的原

因。事实上，在笔者看来，95后

想立遗嘱财产全给猫，是“恋宠

癖”的一种极端表现。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把

自家的宠物看得比人还金贵，

经常带着宠物擅闯“禁地”。比

如，此前有人将宠物猪带进商

场，既影响人们购物，危及他人

及商品安全，又可能污染商场的

卫生环境；还有人让宠物狗入酒

店，制造出了“人狗同桌”的另类

奇观，既败了食客的胃口，又损

害了人的尊严；至于在公交车上

为宠物狗“刷卡占座”，更是屡见

不鲜，让宠物频频去与人争抢

有限的公交座位，将动物福利

凌驾于人的权益之上。

可见，“恋宠癖”频现，值得当

今社会反思。一方面，珍爱生

命，保护动物，维护动物福利，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坚决反对任何杀

戮、虐待、残害、遗弃动物的行为，这是

文明和谐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

一个公民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从某种

意义上讲，动物生存状态的优劣，也是

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之一。另一

方面，保护动物，也应该用正确和文明

的方式进行。比如，过度的“恋宠癖”

频现，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病态。

换言之，90后立遗嘱财产给猫，这

种“恋宠癖”不可取。我们倡导热爱动

物，不虐待和残杀动物，保护动物福

利；但不能将动物的福利无限放大，甚

至凌驾于人的权益之上。

微声音

睡眠时间跟寿命直接相关

美国抗癌协会研究表明，睡眠时间跟寿命

直接相关。30～60 岁成年人，睡眠不到 7 小时

的男性，比睡 7~8 小时的男性死亡可能性高出

26%，女性高出21%；而睡眠超过8小时的男性，

比睡 7~8 小时的男性死亡可能性高出 24%，女

性高出17%。 @生命时报

随 着 明 星 和

美妆博主推荐、商

家宣传，中青年女

性 中 刮 起 了 一 阵

“ 抗 糖 ”风 潮 。 记

者采访发现，戒掉

甜食、不吃碳水化

合 物 、吃 抗 糖 丸 、

喝抗糖口服液、贴抗糖面膜，在商家

的“忽悠”下，有人过度戒糖戒出低

血糖，还有人吃抗糖产品吃出子宫

肌 瘤 、乳 腺 增 生 等 妇 科 病 ，深 受 其

害。(10月13日《工人日报》)

抗糖产品本身就是一些商家炒

作出来的“虚假产品”，不过是商家

牟利的“忽悠”手段，不仅难以让消

费者变得更加健康，反倒会误导消

费者，甚至让消费者深陷健康误区、

“健康陷阱”。目前招摇过市的涉嫌

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的各种抗糖产

品，在共同编造并维护一个误导消

费者的“科学谣言”，如果不加遏制，

将会有越来越多受到这一谣言蛊惑

的消费者掉进“消费陷阱”，成为这

些无良商家的“猎获物”。

不得不说，商家们共同编造的这

一“科学谣言”很成功，让众多消费

者信以为真，甚至让“抗糖”成了时

尚。而商家为了推销产品，通过杜

撰各种新概念的做法并不鲜见。比

如有商家推出号称“能增加皮肤弹

性”的“植物胶原蛋白”，实际上胶原

蛋白只在动物身上才有，任何植物

都不可能含有胶原蛋白。

要戳穿“抗糖产品们”编造的“弥

天大谎”，填平被“抗糖产品”等虚假

概念挖出的“消费陷阱”。对此，首

先需要加强健康科普教育，提高公

众的健康素养，这样才能让各种“伪

健康产品”“伪科学产品”难以忽悠

消费者;另外，相关部门还要对各种

“健康谣言”及时辟谣，尤其是要切

断这些健康谣言背后的利益链，让

别有用心的造谣者、传谣者付出应

有代价。再者，还要加大对忽悠消

费者的“抗糖产品”等的打击力度。

不能让消费者变成无良商家“渔

猎”的对象，要让“打着健康产品反

健康”披着科学外衣进行营销的各

种“伪健康产品”“伪科学产品”现出

原形，让欺诈消费者的无良商家得

到应有惩治。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

消费环境，才有利于保护广大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倒置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