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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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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
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
络服务大多都建立有评价机制，但是
买家给差评后常常会面临商家的骚
扰、恐吓。（据《法制日报》）

严格说，差评权是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
务进行监督的权利。也是保护消费者
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关键。因为只有消

费者通过浏览、分析各种好评和差
评，并参考商品总体评分，才能做出
最符合自己真实意愿的判断和选择。
那么，尊重和保护消费者差评权，就
是展示、披露商品信息的重要内容，
这不仅是监管部门的职责，也是电商
平台的义务。对此，即将于2019年1
月 1 日实施的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
电商平台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
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
的途径，不得删除评价，否则将承担
最高50万元罚款。具体而言，电商平
台应当真实、客观、全面地展示商品
的好评、中评和差评，不屏蔽和删除
差评，确保消费者可完整地查看评
价。

如果差评成了高风险行为，消费
者权益也就沦为空中楼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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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这种评价是过激和负
面的，但只要没有明显的侮辱、诽谤、
勒索情节，商家均应保持容忍，这是经
营者的基本义务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关
键所在。

具体来说，除要求电商平台全面
展示各种评价外，还应采取得力措施
维护消费者差评权。如健全信息保
护，利用技术手段对评价进行匿名化
处理，让商家不知道谁是差评者，进
而让消费者毫无顾虑地行使差评权，
对提升商品质量和健全市场竞争秩序
形成倒逼。

现如今，人犬矛盾日益突出。为进
一步规范和加强犬只管理，优化居住环
境，维护公共安全和治安秩序，云南省
文山市政府近日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山
市区犬类管理的通告》，其中称，在文
山市区养犬的，携犬出户时，犬只必须
使用束犬链，犬链长度不得超过1米，
并由成年人牵引；早上7点至晚上10点
禁止遛犬。（据人民网）

有关狗患和文明养狗媒体已经讨论
了很多，很多城市都有管理制度出台。
这些若认真执行，可以解决大部分养狗
带来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很
多文明程度培育得较好的大城市，都还
没有很好地解决狗患，根本原因就在于
要落实这些措施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早
上 7 点至晚上 22 点禁止遛犬”若要落
实，恐怕得耗费更高的公共成本。而高
成本，有时意味着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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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护消费者差评权当回事

“女焊子”式正能量网红多多益善
□毛建国

近日，1998年出生的常州女孩郑
莲在网络上走红，跟其他靠唱歌跳舞等
才艺受到关注的同龄姑娘不同，她靠的
是多次获奖的焊接技术。由于从事焊
接工作的女生相对较少，不少网友戏称
她为“女焊子”，更多的网友则为她点
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为这位
女状元点赞。”（据《北京青年报》）

这是一个并不缺少网红的年代，
然而这个“女焊子”还是给人带来一
种不一样的感觉，她不仅选择了焊工
这一职业，而且真正爱这一职业。当
年她为了学电焊放弃了当高铁乘务
员。这样的选择不同寻常，而在选择
之后的坚守更是不同寻常。

这个“女焊子”的经历，带来两
个启示。一个就是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样的职业。在职业选择时，很多人都
讲到了兴趣这两个字，很多人后来也
在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按照兴趣选择。
首先需要眼力，一般人所认为的兴趣

真是兴趣所在吗？其实在兴趣外面弥
漫着很多灰垢，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其次则是毅力，在兴
趣这条路上不只有轻松，也需要付出
汗水。如果没有毅力，所谓的兴趣选
择就有可能是后悔。

还有一个则是我们需要怎样的网
红。去年有一项调查表明，54%的“95
后”渴望当网红。近日，《中国青年
报》报道了一群来自农村的网红，在
他们看来，“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
都不可能打工的”，他们在渴求一种新
的人生自由——不打工。当然，我们
不应该戴上有色眼镜看网红，但这么
多人向往当网红，特别是很多人向往
当那种不劳而获，或者只是唱唱歌、
跳跳舞、聊聊天、扭扭腰就能获得丰
厚回报的网红，显然是不正常的。

无论我们是不是愿意，都只能接
受一个流行网红的年代。问题的关键
是，网红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出
现？还可以具体化为，正能量有没有
阅读量，靠正能量能不能成为网红？
与其他一些网红不同，这个“女焊

子”其实是一种正能量网红，她是以
正能量形象出现的，在她的身上也体
现了积极向上青春阳光的一面。这个

“女焊子”能够成为网红，说明我们不
仅需要，而且能够出现正能量网红。

其实这也正常，我们的文化市场
也出现了很多正能量作品。正能量与
阅读量并不矛盾，正能量也有含金
量。现在的问题是，有不少人把正能
量与含金量对立起来，这才让人们产
生了担忧。如果在当前的网红市场，
能够少一些庸俗低俗，多一些正能量
的内容，又何至于让人们担心？这也
提醒现在的网红经济，应该重视正能
量网红的培养，通过正能量给网红注
入向上向善的力量。

心理学上有一种锚定效应，一个
社会宣传什么、弘扬什么，就有可能
变成什么。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

“女焊子”式正能量网红多多益善。
事实上，不只这位“女焊子”，在我
们身边还有很多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把更多视线投向这些正能量网红，就
会有不一样的青春风采。

这份“迟到证明”
为何难能可贵

奇葩承诺书是一封自我举报信

□贺 成

11月1日一大早，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小
学二年级女生在上学路上捡到6元钱，她在父
亲的陪伴下把钱交给了执勤交警。考虑到孩
子因此上学迟到，交警给孩子写了一份“迟
到证明”。(详见本报昨日14版)

看到这样的新闻，感觉非常暖心，为这名
小学生竖起大拇指的同时，也要为执勤交警竖
起大拇指。

为这名小学生竖起大拇指，是因为其难能
可贵的纯真。现在，人们普遍怕麻烦，以“我”为
中心的思想严重，一般情况下，捡到几元钱要么
是找个恰当的机会捐献出去，要么认为几元钱
不是什么大事，从而心安理得地花掉，几乎不会
找警察上交，尤其在面临迟到的情形之下，更不
愿为此好事多磨。而为执勤交警竖起大拇指，
则在于其呵护纯真的这份细心。

平心而论，开一份“迟到证明”，不是什
么大事，纯属举手之劳，但没有足够的细心，
或者不能意识到及时呵护一份纯真心灵的重
要，却是很难做到的。所谓“人之初，性本
善”，对每个孩子而言，心灵都是非常纯真
的。而现实中，往往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
影响，就会让一份纯真从一开始就没得到必要
和足够的呵护，导致幼小的心灵遭受打击。着
眼大局，这种呵护纯真“不迟到”的意义是重
大的。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更应该从娃娃抓起，从呵护孩子
的纯真抓起。让祖国未来更美好，需要每个人
的敏锐与细心。

□伍里川

近日，湖南衡阳不动产登记中心
权籍调查科的一份集体承诺书在网上
流传，其中出现“杜绝外出吃饭叫美
女作陪”等奇葩内容。对此，衡阳不
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做出回应，称承
诺书用词表述任性随意，中心已对此
事作出处理，对相关人员诫勉谈话。
（据新华网）

出现在承诺书中的这些语句，使
得承诺不像承诺，倒像在表现无厘
头。作为一份出自科室的承诺书，既
非红头文件，又非正式规定，当然不
必苛责其文字水准，但应保持基本的

规制。其后，涉事科长受到诫勉谈
话，一点不冤枉。

事件的核心问题，不在承诺书，
而在承诺书的背后。就连该中心也承
认，奇葩承诺书的出现说明群众向中
心反映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发生过。

用网友的话说就是，这份奇葩承
诺书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另
类演绎。“此地无银”的“暗语”是此
地有“银”；不搞“美女作陪”“交钱
办证”……的潜台词，难道不是此风
恰恰盛行吗？

面对群众举报，难道不是应该闻
风而动，及时调查公布事实吗？如果

“美女作陪”“交钱办证”的问题坐
实，足以说明相关人员的积习之深，

问题性质之严重。那么，对于有问题
嫌疑的科室，怎能让其毫不避嫌，自
己给自己“体检”呢？

这就难怪，权籍调查科会后不是
认真对照检查，查找问题，而更像是
交差应付，敷衍了事，从而导致网友
关注和质疑。

所以，这份奇葩承诺书，某种意
义上不过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缩
影，或言“变种”。奇葩承诺书的产
生，根子不在科室。只打科室的板子
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够公平的。

此事件的正确操作方式，本该是
中心或者更高层级部门由上而下调
查，严厉问责，打扫“庭院”，给群众
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