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元鹏

“放心店”授牌管理模式，是
许多城市有关部门采用的一种管
理模式。能够被评为“放心店”的
商家，在经营中当然是中规中矩
的。但是，也需要知道的是，一些

“放心店”在拿到牌子之前确实是
“让人放心的”，而拿到牌子之后也
可能会“让人不放心的”。如果仅仅
是对“放心牌”一发了之，就很难确
保“放心店”一直让人放心。

“放心不放心,关键在良心”。
这是消费者对于一些“放心店”的
吐槽。意思是说，一些“放心店”让
人不放心，让人不省心，是“放心”
还是“不放心”完全依靠的是商家
有没有良心。而“放心不放心,关键
在良心”其实暴露的就是对“放心
牌”一发了之的现象。这恰恰是

“放心店”管理的漏洞。

“放心店”评选是需要的，这
是对经营诚信、商业诚信的褒扬，
是倡导所有的经营者都能诚信经
营。可是，却不应该是对“放心店”
评选之后的“太随心”的管理。

一个方面是，评选“放心店”
必须要消费者参与其中，而不是
几个专家加上管理部门的几个官
员就能决定的事情，要让消费者
当评委，评出真正的“放心店”；另
一个方面是，在颁发“放心店”牌
匾之后，还是需要实现常态化管
理，不能因为其曾经“让人放心”
就大撒把的粗放管理，最终却顶
着“放心店”的招牌做了“不放心”

“不省心”的事儿。
加强“放心店”的监督管理，

必须实现常态化、动态化、法制
化，如此才能让“放心店”一直让
人放心。切莫牌子一发，就大撒把
的管理。

““放心店放心店””不能只凭商家不能只凭商家良心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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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发

环卫工人被誉为城市的“美
容师”，为了减少对城市交通和市
民生活的影响，他们经常天没亮
就出门，经常饿着肚子清扫垃圾。
据报道，12 月 1 日开始，合肥蜀山
区淠河路上的蒸饺早餐店为辖区
环卫工人免费提供“爱心餐”。

合肥蜀山区这家早餐店，为
辖区辛勤劳作的环卫工人提供免
费“爱心餐”，这种民间爱心行动，
温暖了环卫工人，弘扬了社会正
能量，值得鼓励和大力提倡。然
而，民间的爱心行动不管大小，也
需要一定的成本。各地有不少类
似为困难群体提供免费“爱心餐”

的公益活动，一部分由于成本越
积越多而难以为继，无法长久地
让爱心行动持续下去，最终只好

“关门大吉”，终止爱心行动。
笔者认为，类似的免费“爱心

餐”需要爱心呵护以及社会多方
的支持，才能长远地延续下去。政
府部门可以对这种民间爱心行为
给予积极鼓励和大力倡导，让更
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类
似爱心行为中，要让全社会都来
关心和帮助环卫工人等群体，不
仅能让“爱心餐”等民间公益活动
更多地涌现，还能更持久地延续
下去。民间爱心力量不断壮大，社
会将变得更加有爱心，更加和谐
稳定。

免费免费““爱心餐爱心餐””值得值得提倡提倡

近日，记者在市区丹霞星城小区看到，居民楼下的信箱破
旧不堪，沾满灰尘，不少信箱门早已破损，影响了市民的正常
收件。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信箱使用率低是现状，但还
是有部分市民有使用的需求。记者呼吁有关部门应从便民服
务出发，做好小区配套设施的管理与维护，让市民取件收件更

加方便。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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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求助纸条爱心求助纸条””让友善一路同行让友善一路同行
■付 彪 文 杨 靖 画

■本报记者 李 伟 ■杨玉龙

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的发
展，职教“订单班”渐成风潮。招生
即招工、入校即入职、学习即工
作、毕业即就业是“订单班”的特
点。这样的模式，不仅能够让学生
在求职就业当中少走弯路，而且
企业招人也更为便捷，培养出的
学生与企业岗位的匹配度更高。

据媒体报道，职教“订单班”
的模式，就是相关企业一般提前
一 年 甚 至 更 早 介 入 学 院 教 学 计
划，学生由校内专任教师和企业
指导教师“双导师”教学。企业也
将这段时间作为定向培养和实习
考察期，让学生毕业后可以迅速
转换身份、胜任岗位。职教“订单
班”实现的是企业和职业教育深
度融合，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也具
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职教“订单班”适合企业人才
培养需求，适合学生职业生涯发
展需求，适合职业院校专业发展

需求，这也彰显出国家及地方对
职业教育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
2019 年以来，教育部批准 22 所学
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
的“天花板”。而要实现职业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订单班”
再多些。

当然，也应看到，职教“订单
班”对于企业和职业院校来讲既
是机遇更是挑战。这也正需要企
业和学校多一些大局观，真正为
学生服务好。比如，在专业设定及
岗位设定上，更契合学生的口味
以及市场的需求。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有 1.13 万所职业学校、3088
万在校生，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
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是我国重点
领域的技能型人才缺口很大，预
计在 2025 年缺口将接近 3000 万。
故此，期待职教“订单班”多多益
善，能够为职业教育事业的高质
量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持
续增力。

不妨多些职教不妨多些职教““订单班订单班””

近日，来自成都双流的孙女士上
了热搜，在社交平台上，她已获得超
过 50 万点赞和 2.5 万条评论，还接受
了央视新闻的采访。这源于她给第一
次坐飞机的父亲背后贴“爱心求助纸
条”的事。她在纸条上写道：“父母第
一次坐飞机，如上前询问，劳烦帮一
下。”孙女士说，她的本意是希望陌生
人能耐心给予父母一些帮助。

（11月27日《成都商报》）
此前，杭州一位年轻妈妈唯恐

18 个月大的女儿在航班上哭闹打扰
他人，特意用心为邻近乘客准备了手
绘致歉卡，该举赢得了众多网友的点
赞。孙女士担心父母第一次坐飞机不
熟悉，在父亲背后贴“爱心求助纸
条”，其做法同样收获了感动与点赞。
前者为了求体谅，后者为了求帮助，
虽然各自需求不同，但都是为了让友
善一路同行。

从网友的留言看，多数网友表示
孙女士想得很周全，值得年轻人学
习。很多老年人坐飞机、高铁没有经
验，并羞于向陌生人求助，有了这样
的求助纸条，无论是机场、车站的工
作人员，还是周围的乘客，都会感念

子女的孝心或无奈，而变得更加热情
起来。航站楼，机场工作人员主动帮
忙，送老人到安检区；安检口，相关工
作人员给老人单独开了通道，并引
导他们直达登机口；登机时，工作人
员专门安排两位老人优先进舱；下
飞机后，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又一路把
老人护送到亲人身边。整个过程就是
一场爱心接力，真正做到了让友善一
路同行。

“爱心求助纸条”的事虽小，却是
文明的“试金石”，它传递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我们高兴地看
到，近年来这样的小纸条不断传递着
社会温情，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明亮的
色彩。

重庆一女孩为公交司机留下暖
心纸条，感动了全城公交司机。上面
写着：“因为堵车，您遭不耐心乘客的
指责……我喜欢司机，因为你们为我
的出行提供保障，感谢您的付出……”
网友纷纷点赞女孩的友善、宽容。泉
州一学生发现教学楼洗手间水龙头
故障，写下纸条提醒，“这个水龙头左
边关不紧，稍稍向右调一些。”也引发
众网友点赞。

我们为什么爱看这样的新闻，为
什么被这些纸条所感动，正是因为从
中看到了社会的友善、人性的温暖。
愿我们以友善一路同行，让我们的城
市更文明、社会更和谐。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文加强网
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其中，严管
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表演，对出现
未成年人单独出镜或者由成年人携带
出镜超过一定时长且经核定为借助未
成年人积累人气、谋取利益的直播间
或者短视频账号，或者利用儿童模特
摆出不雅姿势、做性暗示动作等吸引
流量、带货牟利的账号依法予以严肃
处理。 （12月2日《人民日报》）

近几年来，网络直播、短视频越来
越得到未成年人及家长的青睐。相关
数据显示，6.17亿网络直播用户中，青
少年参与直播的比例达到 45.2%。但
网络直播内容良莠不齐，更有未成年
人涉足短视频、网络直播，乱象频出。

一些家长和平台受利益驱使，让未成
年人充当“网红儿童”，甚至让未成年
人在直播过程中，传播一些少儿不宜
的内容，以此吸粉生财，明显破坏了人
的发育和成长规律，严重摧残了孩子
的身心健康。同时，将演艺圈及网络直
播平台一些浮躁心态以及功利思维，
过早地灌输给了孩子，甚至强加在孩
子身上，这种拔苗助长的方式，势必造
成孩子畸形成长，甚至成为一个不良
习气早熟的“小大人”。特别是，一些

“网红儿童”的“恶示范”，可能会教坏
更多的未成年网民。

今年 7 月 13 日，国家网信办发布
通知称，严厉打击直播、短视频网站平
台存在的涉未成年人有害信息，严格

排查后台“实名”认证制度，严禁未成
年人担任主播上线直播。禁令发布后，
涉及未成年人的自媒体内容，必然会
受到更严格的监管。经历了一番乱象
之后，如今国内许多大直播平台都不
为 16 岁 以 下 未 成 年 人 设 置 注 册 通
道，但一些小平台上仍有未成年人出
镜直播。

可见，禁炒“网红儿童”，还须网络
治理精细化。首先，加快出台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条例，将“严禁 16 岁以下未
成年人出镜直播”等条款纳入其中，从
源头上立法明确禁止未成年人注册网
络主播。同时，有关部门应该拿出一个
果断强硬的管理措施，除了出台网络
主播“禁童令”之外，建立网络直播申

报、审批制度，对审查通过的直播平台
在播内容进行实时播控和跟踪管理，
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再者，应对网络
直播中的暴力、低俗、危险内容和不文
明语言做出严格限制，将未成年人的

“视界”限定在保护的范围内。特别是，
要完善监管措施，建立网络主播实名
制及信息共享“黑名单”体系，加大对
制作、传播不良网络信息行为的惩处
力度，不能放任主播传播非法视频，侵
害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权益。

禁炒禁炒““网红儿童网红儿童””还须治理精细化还须治理精细化
■汪昌莲

网络时代，网购以方
便快捷跃升成为市民购物
常态。但网购时，除了浏览
页面、提交订单及付款等
必要环节，收到货后，消费
者是否会进行“确认收货”
和“订单评价”呢？你是否
收到过商家催促评价的信
息呢？

最近，有些读者向记
者“吐槽”：网购评价已经
真假难辨。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了解。

顾 客

购物看评价，靠谱吗？

新房刚装修好的林先生最近成
为小区菜鸟驿站的常客，拆包裹成为
每天日常。“基本上拆完快递看看商
品没问题我就不会再去联络商家了，
确认收货或者是订单评价基本是让
系统默认处理。”他一边拆包裹一边
跟记者说，“但是像这种包装里有‘评
价返现’纸条的，如果有空，我倒是会
按照要求操作一下。”

提到评价返现，一旁也正在取快
递的蔡阿姨表示，自己一开始也会跟
着商家的要求操作，但现在基本不理
会了。“如今商家要求越来越麻烦，评
价从 10 个字增加到 100 个字，有的还
要配图、拍视频，还要追评，我还真不
差那三五块钱。”

想必市民对这些评价返现纸条
并不陌生。随包裹附有的一张印有大
红包、大礼盒图案的红色纸条，写着
详细评价操作说明，甚至还要求消费
者通过微信领取返现，如此诱导下的
订单评价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买东西前肯定要先看评价。”正
在快递柜前取件的市民刘先生表示，
他与别人不同，看评价会先看差评，

“现在很多好评都是‘刷’出来的，太
不真实，还不如看看差评是否在自己
的接受范围内，再决定下不下单。”

客 服

请更改评价，拜托了！

市民陈女士今年夏天为女儿买
了一床凉席，收到货后却大失所望。

“凉席收到的时候都脱线了，我立即
打开网站，依照真实情况写了评价，
勾选了中评提交。”但令陈女士没想
到的是，很快她就接到了一通陌生来
电。“电话接通后，对方十分客气地亮
明身份，咨询我是不是买了一床凉席

并给了中评，还承诺向我返现 20元希
望我能改掉评价。”陈女士多次拒绝，
对方仍不停电话骚扰。最后，此事以
退货退款告终。

无独有偶，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陈同学也遇到过此类问题。“前段
时间买了个八音盒，打开包裹后外包
装纸盒已然破裂，想着这是要当礼物
送人的，我随手打开软件就给了个差
评。”很快，淘宝客服的电话、信息不
断。“对方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苦苦
央求，软磨硬泡让我改评价。真没想
到给个真实评价会有这种遭遇。”小
陈无奈地表示。

“商家骚扰提交正当差评的消费
者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此类
电话骚扰影响消费者的正常工作和
生活，有的甚至包含一些人身威胁信

息，已然构成违法。”闽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王贺洋表示，遇到此类
情况，消费者可向消协、市场监督管
理局等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投诉，如
达到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程度，也可
报警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商 家

遇恶意差评，真头疼！

记者 在 走 访 中 了 解 到 ，作 为 商
家 最 怕 遇 见 的 还 是“ 恶 意 差 评 ”。

“ 卖 出 的 商 品 分 明 没 问 题 ，但 偶 尔
还 是 会 遇 到 客 户 无 故 给 出 不 好 的
评 价 。”在 漳 州 高 新 区 颜 厝 镇 经 营
公仔玩偶生意的曾先生告诉记者，

“ 收 到 差 评 后 ，我 们 的 客 服 通 常 会
联系对方拍产品细节反馈，但偶有
客户拒不提供，遇到这种情况我们
也很头疼。”

何种情况下消费者才能提交差
评，如今尚未形成标准，似乎也很难
形成统一意见。王贺洋认为，“判断
是否构成恶意差评，商家应当弄清
消费者提交差评的原因，如果商品
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也符合合同约
定的相关标准，销售服务也不存在
问 题 ，消 费者无任何正当理由给予
的差评，就明显属于恶意差评。”他补
充道，“消费者提交差评时应当说明
理由，并上传相应的照片作为证据。”

王贺洋建议商家在遇到此类问
题时，可向平台进行反映。平台也该
有相应的申诉机制，如核实确认属
于 恶 意 差 评 的 ，应 当 及 时 予 以 撤
销 。此 外 ，平 台 也 可 为 商 家 增 设 客
户黑名单等功能，杜绝此类行为发
生 ，他 强 调 ，“ 无 正 当 理 由 给 予 差
评，并以此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已涉嫌违法。可考虑计入个人信用
评 价 ，情 节 严 重 的 ，应 当 依 法 予 以
行政处罚。”

“双十一”的订单有的还未“自
动收货”，“双十二”已悄然抵达，期
盼消费者与商家能更加互利互信，
用真实的评价，用诚信的心态维护
好我们的网购生活。

杨 靖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