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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维修乱象亟待行业标准“维修”

业主“炒掉物业”，何时不再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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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 10 来天就是中秋

节了，中秋吃月饼是中国

人的传统习俗，也是大多

数人的美食享受。然而，

最近合肥的陈先生，却因

买了“双日期”月饼，“享受”成了“难受”。据

《工人日报》报道，8月18日，陈先生在合肥一

家超市购买月饼后发现，月饼包装盒上竟出

现一明一暗两个生产日期：2023 年 9 月 10 日

和2024年7月13日。经过交涉后，超市同意

全额退款并支付4000元赔偿金。

同一盒月饼两个生产日期，相差10个月，

着实让人疑虑重重。如果月饼是2024年7月

13日生产的，2023年9月10日只是过去的包装

留下的日期，可以理解为因疏忽造成了“乌龙”，

虚惊一场。如果月饼是2023年9月10日生产

的，过了保质期，这些月饼流入市场，就很有可

能造成不良后果，绝非退款所能“摆平”的。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生

产日期作为食品安全的重要信息之一，关乎消

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监督

权等。《食品安全法》明确：预包装食品的标签

应当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禁止

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月饼的“双日

期”中必然有一个是错误的、虚假的，生产经

营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错标了生产日期，都

违背了食品安全国标的要求。更严重的是，

“双日期”月饼的背后还可能隐藏着使用过期

食品原料加工月饼或销售过期月饼等问题。

中秋节临近，月饼消费日渐升温。“双日

期”月饼给生产经营者、市场监管部门、消费

者都敲响了安全警钟。防止“双日期”月饼流

入市场“浑水摸鱼”，各方必须高度重视，齐抓

共管。首先，生产企业需增强自律意识，恪守

食品安全底线，严格生产管理，坚决杜绝错

标、虚标、篡改生产日期等标签信息以及“新

盒装旧饼”、使用过期原料等行为。其次，商

家应落实法定的进货查验责任，对月饼的标

签标注信息、质量等进行监督，对虚标错标生

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的月饼，该退回退回，

该下架下架。市场监管部门更要举一反三，

严肃查处错标虚标标签信息、销售过期月饼

等行为，为消费者营造一个诚信、透明、安全、

放心的月饼消费环境。此外，消费者也应增

强维权意识，发现有错标虚标标签信息的月

饼，及时投诉、举报。总之，对月饼“双日期”

不能轻易放过。 栗 水

夏季是各类制冷电器使用的高峰期，家电

维修中的“李鬼”也蠢蠢欲动，导致消费者投诉

量大大增加。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海市

消保委对居民信箱家电维修小广告和地图类

APP上的家电维修商家进行了调查，发现家电

维修市场虚假报价、虚假维修以及虚构故障等

问题较为普遍。（9月5日《工人日报》）

日常生活中，如果家电突然“坏了”，会让人

的心情瞬间变坏。比如，“炙烤”模式下，如果家

用空调“罢工”了，对于当事人来说，显然是一

件要命的事；若想“救命”，就必须尽早找空调

维修商来“抢修”。然而，调查发现，家电维修

市场虚假报价、虚假维修以及虚构故障等问题

较为普遍。不少消费者遭遇“黑维修”，不仅家

电没修好，还蒙受经济损失。上海市民吴老伯

报修空调遭遇“李鬼”，只是给空调加个制冷

剂，再维修下漏水问题，竟然要价2000多元。

梳理中国消费者协会历年投诉数据发

现，家电维修始终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之

一，投诉内容包括“乱收费”“维修质量难保

证”“旺季难预约”“夸大故障”“诱导维修”

等。特别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家电维修涉

及的“知识盲区”较多，不少“李鬼”维修店

“看人下菜”，无病假修、小病大修，上门费、

开机费、检测费等层层收费屡见不鲜，家电

上门维修的“套路”，让消费者“伤不起”。尽

管消费者频频投诉，这些维修乱象依旧在上

演，且积重难返。

“黑维修”不仅使消费者蒙受经济损失，

甚至可能给家电使用埋下安全隐患。家电维

修乱象频现，究其原因，有的故障普通消费者

很难识别，再加上目前家电维修服务，缺乏统

一的行业标准，这就让一些不良商家有机可

趁，导致不规范收费和过度维修现象难以消

除，消费者屡屡中招。因此，当务之急，是要

出台全国统一的“家电售后维修服务行业标

准”。一方面，家电维修行业的“散兵游勇”，

要加强诚信自律；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加强

监管，比如，家电维修服务平台，对维修商的

资质需加强审查。此外，出台科学、透明的价

格体系也很重要。 汪昌莲

上海最大的居民小区上海康城计

划“炒掉物业”的消息引发关注。日前，

上海康城第五届业委会发布《关于上海

市闵行区上海康城小区2024年第二次业

主大会结果的公告》，不续聘在管物业服

务企业深圳碧桂园盛孚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等。

正常逻辑下，一个小区的业委会不

再续聘一家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物业企

业，这应该只是一个小区范围内的“私

事”。然而，几乎每一次业主“炒掉物业”

的新闻，都会令不少网友投来羡慕的目

光。如针对该新闻，有网友留言就是这

么说的：大部分小区业委会不具有这个

能力，往往有心无力。

这对应的一个现实是，尽管在法律

上，业主和物业之间属于平等的服务与

被服务关系，如果双方合作“不愉快”，大

可“一拍两散”。但现实情况是，即便不

少小区业主对自家物业的表现“苦不堪

言”，要想“炒掉物业”却绝非易事。可以

说，绝大多数的小区业主要“炒掉物业”，

都是一个一路“打怪升级”的过程。

在老旧小区日益增多，物业服务质

量变得更重要的今天，推动业主与物业

公司真正形成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显

得非常必要。今年 8 月，国务院《关于

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

布，在促进“居住服务消费”中就明确指

出，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与养

老、托育、餐饮、家政等企业开展合作，

发展“物业服务+生活服务”模式。这意

味着，未来物业服务将在更多方面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但若服务质量不能得

到有效提升，恐怕也将制造更多的服务

“痛点”。

要改变这一状况，其中最关键的一

点，或就在于要让被服务方“炒掉”提供

服务的物业企业，不再是难事。或者说，

要充分赋予被服务方对于物业企业的可

选择权。道理很简单，只有真正让物业

企业感受到有“被淘汰”的风险，才能有

改进服务的动力。

当然，充分保障业主“炒掉物业”的

权利，背后实际上涉及一系列微观治理

机制的厘清和完善。而当业主“炒掉物

业”不再具备新闻价值，或就证明相关调

整真正达致了理想状况。光明网评论员

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
生活中，有些人会跑在你的前面，也有人会走在你

的后面，但仔细看看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

奏。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自己多一点包容、多一点耐

心，在自己的轨道里稳稳地前行。放轻松，不必惊慌失

措，不要愁眉不展，你想要的，或早或晚，都在路上。生

活的奇妙之处，正在于有无限可能。只要拥有不断前行

的勇气和力量，你的人生终会闪闪发光。没有人能回

到过去重新开始，但是我们都能从现在开始，创造一

个崭新的未来。别怕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你努力

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美好的年华。 @人民日报

心宽则路宽，心静则福来
生活中的种种境遇，说到底，都是对我们心态的

考验。心宽则路宽，心静则福来。心自在，人生就自

在。人生起起伏伏，没有谁能一帆风顺。学会理性地

看待困难，迎接挑战，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堂必修

课。那些乐观的人，并不是不会遇到困境。但他们能

积极面对，懂得对结果尽力而为，顺其自然。其实很

多事情都有两面性。悲观者在机会中看到困难，乐观

者则在困难中看到机会。多怀揣希望与信心，你会发

现，原本愁苦的心能重新装满阳光。要学会把胸怀放

大一点。从容做人，淡然做事，不悲观，不计较，不强

求，在平和与快乐中，过好每一天。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