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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卖“货不对板”起诉商家，就该这样较真

因为一份15元的外卖，一名
在校大学生打了一场官司。

小潘是重庆一所高校的在
读学生。他通过某外卖平台在当
地一家烧烤店点了一份售价15
元的鱼香肉丝，收到外卖后却发

现送来的鱼香肉丝与下单时商
家展示的图片严重不符。在找商
家索赔遭拒之后，他把商家告上
了法庭。

这个官司打得好！
在不少人看来，为了一份15

元的外卖打官司似乎不值得。费
时费力不说，通常还会着急上
火，心神难安。鱼香肉丝“货不对
板”，用脚投票，以后不在那家烧
烤店下单也就是了，犯不着这么
较真。

其实，“较真”恰恰是小潘的
可贵之处。外卖实物与宣传照片
严重不符的事并不少见。碰到这
种事，很少有人能像小潘这样挺
身而出，在讨说法未果之后，毅

然决然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
自己的正当权益。如果每一个消
费者都有这样的维权意识，都肯
像小潘这样较真，心存侥幸的商
家就会减少很多，我们的消费环
境也会日渐向好。在这个意义
上，小潘打官司不仅是在为自己
维权，也是在为消费者们树立榜
样。

在这起官司中，当地法院的
表现值得点赞。在有些地方，这
么“小”的一起诉讼，法院可能不
会太重视。可贵的是，面对小潘
提起的诉讼，当地法院不仅及时
受理，还严格遵照相关法律规定
作出判决，以较真的司法态度成
全了维权者小潘的较真。

商品实物与宣传图片严重
不符，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我
国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
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
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涉
事商家在平台上发布的“鱼香
肉丝”宣传图片，是在做广告，
应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宣传图片“光鲜亮丽”，送出的
外卖却“货不对板”，涉事商家
显然是在做虚假宣传，是在误
导消费者。从其对维权者小潘
的恶劣态度看，这种虚假宣传
和误导都是故意的，属于欺诈
行为。

按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

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为五百元。当地法院也
正是根据这一条款，判决涉事商
家赔偿小潘500元。

小潘与当地法院的较真，让
这起“小官司”成了一个引人瞩
目的个案。透过这一个案，有关
各方都能看到今后努力的方向：
消费者维权应更坚决、更“不厌
其烦”，商家经商应更诚信、更自
律，外卖平台应强化对商家的审
核与管控，监管部门应细化对外
卖行业的规制与指引。

文/片 李静 岳致呈
实习生 李苗 泰安报道

与百岁老人有了牵绊
决定拿起镜头记录

李成振走进杨茂英老人家，杨
茂英拉着他的手，笑得眼睛眯成一
条缝。

杨茂英今年正好满100岁，她
头发花白，梳着发髻，衣襟体面。见
李成振举起手机拍摄，她一边羞涩
地笑着说，“老太太有啥好拍的”，
一边喊儿媳帮她拿来绣花鞋穿上。

李成振发现杨茂英老人，是一
次偶然的机会。

去年，喜欢骑行的李成振路
过临沂蒙阴县常路镇下怪峪村，
看到一群老人在树下拉呱。李成
振便驻足跟老人聊天，他发现杨
茂英很热情。第二个周末，他又
到下怪峪村，杨茂英还拉着他到
家里吃饭，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
奶奶。

于是，两个陌生人之间有了牵
绊。往后几乎每个周末，李成振都
会来看看老人。后来，老人每到周
末就坐在大门口等着他到来。

于是，李成振决定拿起镜头记
录老人的一生。老人记忆力很好，
提起过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
些苦日子过去了”。

杨茂英是新泰人，后来嫁到
蒙阴。过去的老物件经久耐用，杨
茂英家里摆放着的桌子、柜子，就
是带来她的嫁妆。成家后，夫妻俩
在土地里刨生活，带大7个儿子，
给儿子娶上媳妇，完成了那些“人
生大事”。

这些年，生活越来越好，杨
茂英看着一家五世同堂，觉得

“骄傲”。

两年拍摄十几位
百岁左右的老人

平日里，李成振的身份是新泰
一名小学老师，闲来无事就会骑着
自行车四处转转，周边的地方都跑
遍了。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一些
百岁左右的老人。“到了这个年龄，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就想抓紧时
间把他们记录下来。”

李成振很有老人缘，有时候跟
老人一待就是一整天。近两年时间
里，他已经拍摄十几位老人。这些老
人，有的是偶然遇到，有的是亲戚，
还有的是粉丝朋友介绍的。

今年9月，李成振拍摄了一位
96岁的老人，视频阅读量已经超过
1000万。老人是新泰人，曾参加过
抗美援朝，上过战场、拼过刺刀。这
几年，老人因生病卧床。李成振还
联系到一家慈善机构，给老人送来
医疗床和智能马桶。

在生命的最后
有尊严地老去

拍摄这么多老人，李成振还注

意到一个现象，很多老人都是自己
一个人住。“老人不想给孩子添麻
烦，再者两代人观念不同，还有就
是老人不爱动，他们想在生命最后
一刻活得有尊严。”

尽管儿子郑曰玲一直希望杨
茂英老人跟自己一起生活，但老人
坚持自己住。因为担心老人，郑曰
玲每天都会来陪老人，还安装了监
控。杨茂英养了一只猫陪伴自己。
她还有一部智能手机，有时刷视频
玩得不亦乐乎。

现在，用杨茂英的话，她最大
的事情就是吃饭。她有自己特殊的
习惯，每天吃半斤肉、喝一两酒。儿
子郑曰玲说，母亲心态好，啥事都
不往心里搁。

李成振希望给老人多一些陪
伴，希望岁月在老人身上留下的痕
迹都是温柔的。

如今，李成振的志愿者团队有
近百人，他们会到老人家里陪伴和
慰问老人。李成振说：“记录下来也
是念想。”

下午5点，按照杨茂英的生活
习惯，她准备睡觉。记者和李成振
一行人要离开，杨茂英拉着我们的
手，反复叮嘱大家再来。

□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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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脸上堆着皱
纹，露出不齐整的牙齿，面
对镜头讲述自己的百年人
生。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山
东泰安新泰的李成振拍摄
记录了十几位百岁左右的
老人。

重阳节来临之际，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跟
李成振聊起他拍摄的过
往，并跟他一起走进百岁
老人杨茂英的生活。

李成振在村里寻访老人。

李李成成振振拍拍摄摄杨杨茂茂英英老老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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