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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摇晃致钢索桥断裂”值得反思
□郭元鹏

日前，在广东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
北桂村北桂园山庄，发生了一起钢索桥
断裂导致游客悬吊半空的安全事件。据
悉事发当天经园方积极救援，游客均脱
离险境，身体无大碍。目前钢索桥项目
已被取消。（据新华网）

按照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钢索
桥”之所以断裂，是因为“游客不文
明”，有一些游客在“钢索桥”上不是正
常地行走，而是为了刺激，为了好玩，
在“钢索桥”上进行了“暴力的摇晃”。
是“暴力的摇晃”导致了“钢索桥”的
断裂。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景区还特
别进行了声明：“钢索桥”是符合质量安
全标准的，每年都进行一次检验，每一

次检验都是合格的。
从调查结果来看，景区是没有一点

责任的，责任完全在于“不文明的游
客”。是的，游客的不文明是不小的问
题。我们出门旅游的人都遇到过这样的
情况，在一些景区设置的“钢索桥”
上，总是有游客喜欢寻找刺激，站在

“钢索桥”上摇摇晃晃。旅游的安全，需
要游客文明的托举，尤其是在一些危险
的旅游项目上，要多些谨慎的心理，不
能为了寻找刺激而忽视了旅游的安全。

不过，“钢索桥”的断裂只是“游客
的不文明”造成的吗？“钢索桥”顾名思
义，就是用钢索确保安全的桥梁。而钢
索这种材质，是比较牢靠的，只要质量
是合格的，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当一个

“钢索桥”能够被游客“摇晃断裂”的时
候，这个“钢索桥”的安全就需要打一

个巨大的问号了。可以追问的空间有两
个。其一，“钢索桥”是不是太陈旧了，
是不是已经因为陈旧让安全打了折扣？
其二，“钢索桥”的体检是不是到位的，
是不是检查体检的时候走了形式？不能
因为有“一纸安全证书”，就说一定是安
全的。

类似“钢索桥断裂”的景区安全隐
患不少。比如，有的“玻璃栈道”突然
出现非效果类裂纹，虽然有惊无险，可
是这种安全隐患该出现吗？比如，有的

“高空娱乐项目”上，有人跌落，是不是
也要埋怨游客不够文明？

游客摇断“钢索桥”，这样的“钢索桥”
也太脆弱了吧！游客摇断“钢索桥”，不堪
一击的不只是旅游文明，还有危险项目的
安全保障。能被游客摇断的“钢索桥”，也
是安全隐患，景区更需要反思。

共享按摩椅 要舒服也要安全

专场招聘会 多些量身打造
□徐剑锋

春节一过，用工市场又热闹起来。
一场接一场的专场招聘会为用工单位和
务工人员搭建了一个最直接的交流平
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用工单位和
企业依旧难以招到合适的工人，相当多
的求职者也无法找到心仪的岗位。（据
新华网）

应当说，用工结构性矛盾其实不是
一个新鲜的话题。一者，随着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不少企业对务工
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二者，新一代求
职者不光关注待遇和酬劳，更注重人文
环境、发展空间；三者，有些招聘会只
图表面的招聘场次和用工数量，而不以

“用工单位招了多少人”论成败。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矛盾，当下

的招聘会不能仅仅发布简单的用工消
息，而应具体分析缺哪种类型的工人，
并在提升劳动力素能与市场用工需求的

匹配度上狠下功夫。
于此而言，专场招聘会要多一些

“量身打造”。一方面要主动对接市场供
需，找到缺工的症结所在，运用大数据
分析提出用工建议。譬如，求职者的创
意力、亲和力、学习能力将成为重要的
选人用人指标；纺织服装、机械等企业
并不缺少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而是技
工紧缺、高技能人才紧俏；另一方面要
通过互联网、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介，及
时、有效地发布更精准的招工信息，切
实提高就业信息传播的到达率和有效
性，并推行企业用工情况“红黑榜”，
从而实现零距离供求对接。再加上因人
而异进行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就能不
断提高求职者的就业和职业转换能力，
而不再东奔西走“白忙乎”。

□刘孙恒

“逛街累了花十几块钱按摩，还是
挺舒服的。”31岁的白领袁女士说。可
大家知道吗？因使用共享的电动按摩
椅导致受伤案例时有发生，医生发出
提醒：并非所有人都能坐！（据《长江
日报》）

如今普遍存在于购物中心、机
场、电影院、火车站等各种休闲娱乐
场所或公共出行场所的共享按摩椅，
满足的是人们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和
体验需求，虽说其“共享”属性有点
有名无实，但确实体现出服务理念的
进步，消费者也确实能从中受益，显
然是消费升级的产物。

逛街累了花十几块钱按摩也好，
候机时坐在共享按摩椅上打发无聊的
时光也罢，使用共享按摩椅的消费成
本不高，却给人一种很舒适的体验，
表面而言，共享按摩椅简直是消费者
的休闲福利。但实际上，由于按摩椅

只是一种运动器械，它是使用硬物通
过机械挤压、冲击、顶压来模仿人手
按摩，与在理疗店里找理疗师按摩完
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

一方面，无论是什么人群使用共
享按摩椅，按摩力度不会变，按摩椅
根本不会考虑使用者的人体形态以及
身体健康状况。如此一来，对于患有
颈椎病、腰椎病、心血管疾病、骨质
疏松症等人来说，就不宜使用共享按
摩椅，因为轻则让身体感到不适，重
则加重身体疾病，弊远远大于利。

另一方面，则是共享按摩椅的安
全卫生问题。据悉，当前的共享按摩
椅普遍没有暂停按钮，只要开启使用
中途无法强制停止下来，一旦发生什
么意外，只能等待救援，就像去年杭
州发生的共享按摩椅“夹人”事件一
样——杭州一名女子在使用按摩椅时
头发被卷入机器，消防人员剪掉她的
头发才将人救出来。

尽管类似事情的发生是小概率事
件，目前也没发生几起，但在共享按摩

椅已普遍投入使用的情形下，这种看得
见的、明显危及消费者安全的隐患，生
产厂家和经营者应设立相应的预防机
制，以便将其消灭于萌芽之中，而不是
等到问题发生之后再去亡羊补牢。

此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摆放在公共场所的共享按摩椅，固然
方便于每个人的使用，然而由于清洁
工作无法做到一人一用一消毒，所以
一定的卫生隐患亦是显而易见。尤其
是夏天的时候，人们穿得少，出汗又
多，按摩椅又是和皮肤直接接触，若
有皮肤病患者使用之后没及时消毒到
位，就有可能导致细菌传播。

别让共享按摩椅反伤身，首先需
要消费者自己谨慎使用，注意自己的
身体状况，别拿生命健康开玩笑；同
时也需要生产厂家和经营者尽到警示
责任、设计责任和制造责任，坚决避
免任何形式的产品缺陷出现；最后也
离不开监管部门的认真履职尽责，及
时将共享按摩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消灭于萌芽之中。

□鲍 南

下载一篇7元的付费论文，却要充
值50元。这样的“不平等条约”，一般
人忍忍就过去了，但苏州一名大学生就
较上了真儿，一纸诉状将中国知网告上
法庭。日前该案宣判，法院认定知网关
于最低充值额限制的规定无效。（据新
华网）

如今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预付
费”都是商家惯用的手段。买个游戏道
具，必须要充值5元钱；临时想骑一次
共享单车，充值界面却只有最低 30 元
的选项。理发健身、吃饭洗车，每逢结
账时，服务员总在喋喋不休地推销着

“充 50 送 100”“充 1000 打五折”等噱
头，引诱着你打开腰包、慷慨解囊。等
钱一充进去，要么是剩余的零钱花不完
也取不出，要么店家突然关门卷款跑
路。预付费、充值卡的乱象，让消费者
深受其害，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之所以商家热衷于此，是因为其吃
准了消费者怕麻烦不愿维权的心理。随
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充值在各种会
员卡中的钱确实算不上什么巨款，与耗
费的巨大时间成本相比，主动维权可谓
是“为了一只鸡搭进一头牛”。一张卡
里的金额不多，但“聚沙成塔”之后却
是巨大的无本纯利，行商坐贾自然对此
趋之若鹜。于是在现实观感上，老百姓
每逢购物消费，就会感到似乎所有行业
都在通过“预付”集资搞“金融”。但
无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是先给钱
后享受，消费者交给商家的钱，都应该
获得对应的服务。可如今却是，消费者
预付之后就成了待宰的羔羊，这笔钱最
后花在了哪，往往成了盲区。工商部门
想监管，还面临着没有明确法律依据，
或相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的尴尬。

种种难题绝非“慢治”的托词。近
些年泛滥的预付式消费，已经成了一大
民生痛点，随手一搜“预付卡投诉”，
结果竟多达近300万条。对此，不少地
方已开始从法律层面寻求破解。2018
年，上海率先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
随后河南也借着法规修订的契机增加了
预付卡管理条款。除了立法，一些地方
还表示将建立失信法人“黑名单”，用
宝贵的信用分来约束商家的“圈钱”冲
动。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积极建言献
策，建议效仿“支付宝”，把预存在商
家预付卡上的费用按照一定比例“托
管”，用来赔偿消费者的损失。

预付式消费乱象的治理不应只是政
府唱独角戏，消费者也应当积极行动起
来。苏州大学生告赢知网的例子说明，
多一分较真，就多一分进步。要拴住预
付式消费这匹“野马”，需要消费者更
多的较真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