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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山东明确提出，全省的A级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一般实行免预约准入，正是对
“预约难”这一问题的回应，体现了正视问题、积极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

儿童手表问答“毁三观”，莫把孩子当人工智能试验品
□然玉

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媒体爆料称，女
儿使用360手表的“语音问答”功能，向手
表提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
手表给出的答案把她和家里人都吓到了：

“因为中国人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小眉
毛、大脸，从外表上显得脑袋在所有人种
里最大……”这样的回答属实“毁三观”，
但这还不是孤例。测试发现，这款儿童手
表还有“四大发明是捏造的”等雷人回答。

儿童手表，最初只是作为通话工具而
出现的，旨在满足“孩子和家长相互联系”
的实际需求。然而，在后续发展中，儿童手
表朝着“复合化”“生态化”的方向狂飙突
进，无限逼近手机一样的智能终端，不仅
可以刷视频、社交、打游戏，甚至还蹭上了
一波AI的热潮，成了各路新技术、新模型

的试验场。在此背景下，风险的累积和爆
发并不令人意外。

语音交互嵌入儿童手表，并非新鲜
事。而以往，这一“模块”的使用，无疑是受
限的、克制的，比如说仅仅支持语音输入
文字、语音唤醒APP等功能。而在预训练
大模型爆发之后，厂商对儿童手表语音模
块的定位和运用明显更为激进。所谓语音
助手，被定义为“新智能”“机器人”，成为
答疑解惑、输出知识的“权威”。

在此次事件爆出之后，360集团董事
长周鸿祎发文道歉，称出现问题的这款手
表是旧版本，没有装入公司的大模型；它
不是通过人工智能，而是通过抓取互联网
公开网站上的信息来回答问题；目前正在
将软件升级到人工智能版本。此番说辞，
颇有唯AI论、技术至上论的意味。好用的、
靠谱的就是人工智能，不好用的、不靠谱

的就不是人工智能？这种逻辑显然缺乏说
服力。

看似高大上的人工智能，于当下的发
展阶段并不是什么无上权威。事实上，即
便是头部的、顶尖的大模型，也被用户发
现谬误不断、漏洞百出。成年人也许能够
批判地、有选择性地去利用“AI的答案”，
小孩子恐怕不行。那些电话手表给出的回
答、教授的知识，有没有严谨的审核、完善
的把关？如果做不到万无一失，那么就不
该过早、草率地来给孩子们用。

不能拿孩子去训练大模型，“边用边
改”“越用越好”的产品逻辑，并不适合用
于儿童手表的“人工智能”模块。涉及未成
年人的电子产品，功能设计保守一点、稳
妥一点、简单一点，应该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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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销外卖竟是“幽灵店”

如何让人“放心点”？

近日，多起外卖店乱象被曝光：“放心
点”榜上的高分外卖店原来是查无此店的

“幽灵”店铺；月售3000多单的外卖店铺和气
味呛人的废品回收站开在一起；40多家外卖
店铺共用一张执照……后厨的卫生状况也
触目惊心，比如粘满苍蝇的贴纸下就是炸
锅。可以说，看完之后让一直担忧外卖食品
安全的消费者“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原本，外卖平台让线下工作人员对店
铺上传信息进行审核，是一道为防止“照骗”
而设置的防线。现在，这道防线主动失守，平
台与外卖店达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联盟，
合伙让“违规店”上榜“放心点”。有的问题店
铺被关了，换个店名，换汤不换药又能继续
开店，就连取餐的外卖员对一些店铺都不
放心。而另一头等餐的消费者，毫不知情。

大量的消费者离不开外卖，外卖质
量仅靠良心显然不够，相关部门应加强
监管和法规执行，对外卖商家和平台加
强食品安全管理，坚决清除违规违法者，
保障外卖食品质量，让消费者“放心点”。

据现代快报

5万元造热搜？
网络水军该“凉凉”了

“冲上热搜排行榜收费5万元，冲上非热
搜排行榜收费2万元。如果想在榜单持续较
长时间，要价就会更高……”近年来，一些不
法人员人为制造热搜，通过虚假流量误导
公众，扰乱网络生态。花钱买榜，早非新鲜
事。前不久，“热搜可定制”“你吃的瓜可能是
被刷出来的”，让人瞠目结舌。如今，5万元可

“造”热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很多人或许还没意识到，人造热搜

有多“恐怖”。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大众媒
介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个事情的看法，但
可通过相关的信息和议题安排来有效影
响人们关注的信息和谈论顺序。热搜，从
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信息汪洋大海中的
一份索引，扮演着议程设置的角色，直接
影响公众看什么、怎么看。热搜榜倘若任
由算法左右、被金钱拿捏、受“水军”摆
布——— 这可不只是浪费公共资源的问
题，更意味着公众注意力被绑架、公共舆
论阵地被侵扰。诸多恶果，不难想象。

对此，必须转变“流量至上”思维，对
上榜内容强化实时监测、技术甄别，对人
造热搜出狠招、动真格。 据广州日报

近日，多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帖
称，其通过嘉华食品在电商平台旗舰店购
买的一款售价为1元的月饼，商家推迟了
发货时间，并称是标价失误。该款月饼原
价为39 . 9元，此前曾标价1元，目前该商品
已经下架。

针对此事，8月21日上午，嘉华食品在
该款商品的购买页面上发布了《致歉信》
称，由于该价格远远低于成本价，此举预
计会造成数亿元的经济损失，团队和公司
都面临巨大压力。

近几年在电商平台，由于员工操作失
误标价错误，导致用户大量下单抢购的案
例不在少数。如果用户不同意解除合同，
商家是不是就只能履约了？

根据法律规定，几种情形下合同可撤
销，其中之一是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
行为自始至终没有法律约束力。

重大误解的前提是商家真的存在价
格设置错误，如果是促销价格，只是没有
限制促销商品数量，导致订单数超出预
期，则不属于重大误解。由于价格设置错
误，与日常消费价格相距甚远，同时也不
符合促销情形，商家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属
于重大误解而主张撤销合同。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重大
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
事由之日起九十日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该时间没有中止、中断情形。

虽然法律赋予了标价错误的商家撤
销权，但是在目前发生的几起“乌龙指事
件”当中，尚未见公开报道显示有商家是
通过行使撤销权来解决相应争议的。原因
可能在于该权利的行使需要通过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撤
销之诉的管辖法院一般而言是被告所在地，

通常这类事件产生的订单数目都超百万，涉
及的买家也是在全国各地，商家要行使撤销
权一则需要从平台获得成千上万的用户信
息，二则需要去各地法院分别提起撤销权之
诉，其时间和成本都不可胜计。即便是存在
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如此众多的撤销权之
诉同时提起，对法院而言也是重大的负担。

所以，无论是继续履行合同，还是拒绝
履行合同，抑或行使撤销权，对于商家而言
都意味着巨大的成本负担。要解决类似事
件，一来需要减少商家错误的概率，平台方
可以在系统设置上增加商家价格二次确认
的机制；二来则是需要降低商家行使撤销
权的门槛，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撤销权之诉，
其权利行使成本已经超过了权利本身能获
得的收益了，立法或者司法部门对于该种
情形下的撤销权之诉，或许可以有特别的
规定，以免受损商家的撤销权成为镜花水
月。 据新京报

39 . 9元月饼误标1元卖，商家不发货合法吗

抢了也白抢！
让“黄牛”无“技”可施

刑事拘留62人、行政拘留117人；超百万
个高频访问IP被封禁；退票不回票池，散客、
旅行社票池隔离……针对“黄牛”倒票乱象，
近期北京警方与国博、故宫等知名文博场
所展开了集中清理行动。
暑期旅游高峰，“30名游客28人买‘黄牛’

票”“60元门票被‘黄牛’炒到1600元”等消息格
外给人添堵。许多外地游客拖家带口，就是
奔着这些热门目的地来的，抢不到票、进不
去心仪博物馆自会遗憾满满，权衡之下只能
无奈掏钱买“黄牛”票。“黄牛”一套操作下来
赚得盆满钵满，坑了游客、乱了市场，实在可
恶可恨。对此，或封禁高频访问IP，或实行退
票不回池，让“黄牛”无法以票换票等，都是
打在了“黄牛”七寸上。监管部门、博物馆不
妨积极探索各类技防手段，堵上各类系统漏
洞，让“黄牛”无“技”可施。 据北京日报

葛评论员观察

葛来论

山东公共文化
场馆免预约准入了。

8月22日，山东
全省进一步促进旅
游消费工作视频会
议召开，会议明确，
全省A级旅游景区、
公共文化场馆一般
实行免预约准入，探
索建立公共文化场
馆政府投入、免费开

放与市场运营、低价惠民相结合的模式，
激发文旅消费潜能，营造优质消费环境。

近期，关于预约制的争议不断。
随着旅游业升温，一些热门景区及公

共文化场馆一票难求，抢票难度堪比秒
杀。奇怪的是，线上秒光的门票，在黄牛那
里却是票量充足，只要肯花钱，几乎都可

顺利买到。网友戏称这一现象为“一路旅
游一路抢”，原本是便利旅客的预约制反
倒成了阻碍旅客的“一道墙”，沦为黄牛和
中介牟利的工具。

此次，山东明确提出，全省的A级旅游
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一般实行免预约准
入，正是对“预约难”这一问题的回应，体现
了正视问题、积极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

预约制，本就是为了便利旅客，提高景
区和文化场馆的运营效率。如果不能起到便
利旅客的作用，反而成为挡在旅客前方的

“墙”，预约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当然，热门旅游资源紧缺也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取消预约制
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后面还需要配套措施
以提升服务质效。比如，在取消预约制后，
如何平衡旅客需求不断高涨与热门旅游
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避免游客白跑腿等

问题，都需要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可喜的是，山东已经在行动。为应对

客流高峰，10月7日之前，全省文旅系统公
共文化场馆实施延时开放，将闭馆时间延
长至晚7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每日
接待游客上限。

此外，日照市推出了“景区即时热力
图”，实时显示热门景区的客流量，威海市
的“图游威海”城市游览小程序，集纳了全
市主要景区、交通枢纽等信息，便利游客
规划游览路线，避免白跑腿。

对于优质服务的关键作用，山东有着
相当清晰的认识。目前，山东制定发布了

《好客服务标准》，总结吸纳“淄博烧烤”服
务模式等成功经验，力推“好客山东”服务
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
步。相信，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山东，必将
以更加优质的服务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

“免预约”是“好客山东”的诚挚邀约

□评论员 张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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