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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脉关系”做成生意

不过是又一场“智商税”收割

“人脉关系”也能明码标价卖？这么
荒唐的买卖还真出现了。11月11日，有网
友爆料，在闲鱼等网络平台，有账号打着

“协助项目、协调关系、办事升职、引荐领
导”为名贩售所谓“人脉关系”，单笔售价
少则数百元，多则达5000元。

把“人脉关系”当成生意，好笑之余
也让人深思，第三方平台是怎么过审的？
这也再次刷新了人们对“商品”的认知。
一些不法商家瞄准部分人迷信“靠人情、
走关系”这一套，却又“无门可走”的需
求，售卖起了“人脉关系”。但是，稍微有
点儿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不靠谱，不过
是又一场“智商税”收割而已。若商家忽
悠消费者，随便给几个无用的联系方式
便玩消失，消费者也难以维权。

“人脉关系”买卖，无外乎是“人情社
会”的流弊在网络上的翻版，映射出某些人
一味想靠攀关系、走近路获取利益的劣俗
思想。这种违背公序良俗、违背法理人情的
买卖能够赫然出现在购物、社交平台上，首
先是平台把关出了问题，也再次彰显净化
网购环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据新京报

事发时，他在开一个协调会，这种会应该允许参会群众说话。如果只允许官员说，不允许群
众说话，那就不是协调，而只是宣示。土地整改项目关乎当地村民的切身利益，理当充分听取当
地村民的意见，不应不管不顾强行实施。

勿让消费投诉石沉大海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三季度全
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具体包括电信
行业不规范营销行为、物业公司装修押金
不退还、房屋中介领域顽疾难除、家庭维
修山寨泛滥等。值得警醒的是，这些投诉
热点都是司空见惯的老问题，却迟迟得不
到根治，相关部门需反思其深层次原因，
不能让消费投诉成为“无言的结局”。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近九成消费者
曾遭遇侵权，超半数侵权行为发生在网
购领域，但超六成消费者放弃维权。当维
权花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大于收益时，
消费者大多会选择忍气吞声。而当商家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成本过低，部分
商家违规收益远远高于受到的处罚时，
往往导致消费侵权行为更加有恃无恐，
从而陷入恶性循环。这就需要职能部门
切实履职尽责，根据问题的症结找准治
理良方，久久为功持续整治。

对于多次投诉仍然我行我素的商家，
应加大处罚力度，完善制度设计，探索行
业退出机制。消费维权的成功率，检验着
社会治理的效能。在当前消费回暖复苏的
背景之下，消费信心需要持续提振，推动
消费者权益保护协同共治、打造更加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必不可少。 据经济日报

11月11日中午，浙江永嘉县桥头镇
一民房在翻修过程中发生坍塌，事故共
造成4人死亡；11月6日，黑龙江桦南县发
生造成3人遇难的体育馆坍塌事件。接连
两起建筑安全事故，无疑要引起警示。

据附近居民介绍，垮塌的是有4层高
的落地房，连排共3间，是在旧房拆除的时
候发生事故。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无法
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它为何未能
被预防？从媒体了解到的信息可知，永嘉
县四套班子领导正常态化开展周一“夜
查、夜巡、夜访”行动。就在事发几天前，11
月6日，当地一副县长还到此次事发的桥
头镇“夜查、夜巡、夜访”。但是，这般重视
和“高配”的“查、巡、访”机制，为何依然没
有防住房屋坍塌？是相关工作流于了表
面，还是没把房屋建筑安全风险的排查
纳入其中？更进一步，对于建筑安全的关
注，又是否覆盖了民房、自建房？

一再发生的安全事故表明，对它的安
全风险管控有必要纳入更大的系统规范
之中，在产权人、使用人主体责任与公共
安全监管责任之间，构建一种新的平衡。

据红星评论

常态化“夜查夜巡夜访”

为何防不住翻修民房坍塌

□评论员 孔雨童

双十一期间，各大电商平台又进入营
销的“巅峰对决”时间。而除了传统的营销
方式，近期直播间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
职“捧哏”、弹幕水军，在促销、逼单的同
时，也给不少消费者带来误导。

“最后20单，马上没有了！”“全网最
低，明天就恢复原价！”如今，打开一个直
播间，经常能看到这种站在主播身旁声嘶
力竭制造紧张气氛的助播。据报道，这些

“缺货”“抢购”的制造紧张感的方式，大多
是助播按“教程”人为制造；不少直播间还
会配以专业水军团队刷弹幕，来诱导消费
者购买。诚然，“饥饿营销”“从众心理”都
是销售中爱用的手段，但无论人为制造的
抢购假象，还是利用水军给商品“造口
碑”，本质都是一种欺骗，由此会带来大批
量的非理性消费，甚至让消费者购入名不
副实的产品。

《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研究报告》
显示，直播电商平均退货率为30%至50%，最
高能达到80%—90%，远高于传统电商退货
率的10%—15%——— 这些数据某种程度上正
是直播间虚假营销泛滥的写照。

2022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
开展“清朗整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
象”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将“营销带货
虚假宣传问题”作为重点目标进行整治，
包括直播带货中对产品效果、交易数据、
用户评价等进行夸大或造假行为；在此前
出台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
中也提及“不得发布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信息，欺骗、误导用户”。但迄今这一领域
仍缺乏处罚措施清晰全面、力度充分的专
门性法律，这让许多监管难以更有效地

“落地”。
随着直播行业的发展，类似“电商捧

哏”这样的营销新角色及相应的乱象或会
层出不穷，我们期待针对性法律法规的进
一步出台、完善，将这些主体纳入有效的
日常监管体系；同时，也呼吁平台肩负起
责任，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提醒，为大众
创造更多诚信、安全的购物环境。

让逼单、刷弹幕的“电商捧哏”进入法律监管地带

镇长怒砸水瓶，“谈话提醒”之后更需厘清问题
一份官方通报

坐实了一则网传消
息。

11月11日，一段
“镇长开会怒砸水瓶
后遭村民拍桌回怼”
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引发热议。1 1月 1 3
日，海南省海口市秀

英区政府发通报公布了针对此事的调查
结果。经查，网传消息确有其事。事情发生
在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东星村委会土地
整治项目工作协调会上。砸水瓶者为东山
镇镇长符某某。事发后，秀英区已对符某
某进行谈话提醒，并成立群众工作组，做
好项目落地村庄群众的政策解释和引导
工作。

按照通报的说法，事情大致是这样
的：协调会上，符镇长正在就东星村土地
整治项目相关问题作出解释说明。个别村
民不仅不听解释，还多次打断他的发言。

在多次劝阻无效之后，符镇长最终情绪失
控摔了瓶子。

人都是有脾气的，总有搂不住火的时
候。乍看上去，年轻的符镇长最终没能忍
住，以砸水瓶来发泄怒气，似乎情有可原。

可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就算参会村民
确有不妥之处，符镇长怒砸水瓶的行为也
是不可原谅的。在“率性而为”时，他显然
忘记了以下两点：

一者，作为镇长，他是代表政府在做
事，无论内心有多么不痛快，都不能“跟着
感觉走”。无论对一些人和事多么看不惯，
都不应因情绪失控而做出与身份不符的
事。

二者，事发时，他在开一个协调会，这
种会应该允许参会群众说话。如果只允许
官员说，不允许群众说话，那就不是协调，
而只是宣示。土地整改项目关乎当地村民
的切身利益，理当充分听取当地村民的意
见，不应不管不顾强行实施。

忘了不该忘的，做了不该做的，这样

当镇长可不行。这么傲慢无礼，这么简单
粗暴，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损害了
政府官员在群众中的形象。

当然，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在某种
程度上，基层干部火气大跟现有基层治
理方式有关。在不少地方，基层干部要
干的事很多，但缺乏相应的决策参与权
和资源调配权。干起事来，时常会有一
种强烈的无力感、焦虑感。在这种情况
下，一旦遭遇某种“刺激”，一些基层干
部就“炸”了。

如果符镇长也是这么“炸”的，那么，
就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他。如果相关土地整
改项目没有充分照顾到当地相关村民的
正当权益，想让村民心平气和也难。如果
项目推行方式不合理，镇政府只有项目执
行权，没有必要的决策参与权和资源调配
权，想让基层干部心平气和也难。如果只
有改革基层治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那就不应只对着基层干部发命令打
板子。

葛来论 售后无忧，双十一才算真正收官
11月12日零点，2023年双十一正式落

下帷幕。随之而来的，是电商的盘点报告，
多少个品牌成交破亿，哪个地区购买力最
强，什么品类消费金额排名前五……

今年双十一，低价成为各大电商“撒
手锏”。但据报道，低价商品低质低效的现
象并未绝迹。有消费者在某电商平台自营
店购买的笔记本电脑，一到手就发现表面
有多处划痕和磕碰痕迹，附赠的小音箱无
法开机；有的商家承诺11月5日前发货，到
期后又改口11月16日前发货。近期12345热
线接到较多售后问题投诉，其中，退换货
不畅、价保不落实等被频繁提及。

发货拖延时间、商品货不对板、售后
参差不齐甚至还有假冒伪劣，这些线上购
物的老问题，往往在双十一期间暴露得更
加明显。今年促销期间，各平台重拾低价，
操作方式大大简化，既激发了市场消费潜
力，也受到了业界好评。然而，梳理消费者

的大量吐槽，大多是想薅羊毛反被当羊薅
了，而且困扰消费者的一些老毛病还是没
改。低价好评急转直下的背后，是消费者
经济权益和购物体验受到的实实在在的
损害。

低价永远是诱人的，直接砍价不烧脑
也是营销的进步。但这里的低价，应该是
源于电商本身迭代和进化的低价，是在供
应链里“挤水分”、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的
双赢，而不是靠拉低质量和效率、靠压榨
消费者权益省出的。否则，电商亮出的，就
是恶性竞争的低价，是破坏市场的低价，
只会带来低分的口碑和低效的流通。如此

“拿捏”消费者，也会降低品牌、平台乃至
双十一这张消费名片的信誉值。

当下全渠道零售的时代，消费理性逐
渐回归，低价低质的销售模式早就不合时
宜。那些靠偷工减料标出低价的商家，无
论大小，迟早都会被消费者唾弃，被市场

伙伴鄙弃，最终被市场抛弃。
对于消费者正常的投诉或者巨额成

交中的失误，商家首先要从自身角度反
思，看是否由于自己的疏忽，产生了差别
供货、质量不对等、承诺未兑现等问题，如
果存在，应主动、及时进行解释说明，并按
照法律和平台规定予以补偿。监管部门也
要主动搜集线索问题，认真浏览投诉建
议，严格审查问题订单，做消费者的坚强
后盾。

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是双十一促
销活动的目的，但下单只是第一步，让消
费者售后无忧，双十一才算真正收官。作
为观察消费市场的重要窗口，双十一大步
跨入第15个年头。不让消费者兴奋下单、
失望而归，是双十一在这一年龄段该有的
认识和操守，也是置身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消费升级中的每一家企业，尤其该具备的
担当。 据北京日报

□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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