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某票务平台的“调价助手”功能
被指扰乱市场定价、打乱酒店经营节奏。多位酒店商家反映
称，该功能通过后台系统自动扫描竞品平台价格，会自动强
制修改并下调房间定价，甚至在主动取消该功能后还会悄悄
上线。对此，平台客服称调价是为了避免客户流失。

酒店经营者根据房型、配套设施、淡旺季等现实情况进
行自主定价和调价，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然而，相关平
台却利用“技术或算法设置”左右商家定价，甚至导致其利润
受损，令人困惑。当前，出行订票、订酒店等消费行为中，有
相当大的比例是在线上完成，消费者可以多方比较后再做
决策，而低价显然是留住顾客最简单粗暴的办法。需要指出
的是，平台可以采取各类正当方式参与市场竞争，但绝不能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来牺牲入驻商家的利益。从外卖平台、网
购平台到票务平台，不少商家入驻后或多或少被平台“绑架”
过。对此，有关方面决不能见怪不怪——保障正当竞争秩
序，市场才能长久繁荣。 李法明/图 嘉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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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宠学生的毕业典礼，生动诠释了大学气质
本报评论员 陈曦

毕业典礼兼具纪念意义与教育
意义。毕业生们感受到的爱与尊
重，将化作无形的养分，伴随他们乘
风破浪、成长成才。毕业典礼上隽
永的发言、温情的细节、蕴藏的精
神，经由多元的传播渠道向外辐射，
也将激起更大范围的共情，达成更
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规范透明，才能避免
下一辆救护车“趁急打劫”

图 说G

媒体声音G

既要法办“易容大盗”，也要管好“仿真面具”

据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报道，日前，在中国

农业大学 2025届学位授予仪式上，63岁的校

长孙其信全程站立，连续 14个小时为毕业生

拨穗。在现场，孙其信还同时满足了众多学

生的“整活儿”要求，和学生互动、合影，共同

庆祝毕业，被网友称为“宠学生天花板”。据

悉，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在 2024 年的毕

业季，他连续两天为毕业生拨穗，全程站立在

台上和学生互动。

毕业典礼，无疑是不少人一生中的重要

时刻，很多人就此告别学生身份、正式走向社

会。站在这个分界点，毕业生往往心绪复杂，

对母校、恩师、同窗充满眷恋和不舍。也正因

此，不少学子希望用仪式感来为青春“存

档”。上述微信名为“农场主”的老校长，如同

呵护每一株幼苗一般，“看见”并回应着每一

位学生的情感需求，帮助他们一起打造独特

而难忘的毕业回忆。某种程度上，校长对这

些“花式整活儿”的理解与支持，也是高校人

文精神的具像化，如此言传身教润物无声的

“最后一课”足够动人。

近年来，大学毕业典礼屡因“有趣”“温暖”

登上热搜，不少校长的毕业致辞亲切平实，非

常“接地气”，他们还放下身段，在程式化的“拨

穗礼”之外，配合孩子们可爱托脸、娇羞捂嘴、

共抛彩带、举杯庆祝，让学生成为这场仪式的

真正主角。屏幕之外，那些“被汗水浸湿衣服

的校长”“为学生撑伞的校长”甚至是“出糗的

校长”，总能引起网友的共鸣。不少人感慨，

“这是最好的毕业礼物，也是最好的招生宣传”

“校长把‘尊重每一个个体’做到了极致”。

的确，在这些校长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师

者的平视与尊重，感受到了“以学生为本”的

教育理念。大学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授知识

与本领，更在于珍视并托举每个个体，为自主

性和创造力提供舞台。于校长而言，为毕业

生拨穗不过是年年相似的事情，但他们深知，

这台上的十几秒对毕业生来说无比珍贵——

这份“读懂”与成全，饱含师者的祝福与期盼，

也将转化为学子们远赴山海的力量。

毕业典礼上打动网友的，还有校长们的

“反差萌”和“笨拙却认真”。年轻学子成长于

生活富足的年代，追求个性化表达。尽管存

在代际差距，但面对学生的“脑洞”，师长没有

不耐烦，而是积极拥抱新事物，真心实意地帮

助他们达成心愿——这种开放、包容、与时代

同行的态度，折射出教育观念的更新，也将在

潜移默化中给学生以启迪。“我们总是不停跟

学生说要了解理解尊重别人，那我想，亲吻、

拥抱校长也是他们认为比较合适的情感表达

方式，我们也应该理解尊重。”这或许就是“一

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进而言之，毕业典礼之所以备受关注，很

大程度是因为它是高校办学理念的一个“放

大镜”，是一所大学传递价值追求的重要窗

口。近年来，从藏在毕业证书中的巧思，到请

食堂阿姨上台致辞的用心，再到校长甘当“人

形立牌”“超长待机”的宠溺，这些细节无不彰

显着一所高校的气质与氛围。我们有理由相

信，从这样的校园里走出的年轻人，大概率会

敢担当、能共情、懂感恩。

毕业典礼兼具纪念意义与教育意义。毕

业生们感受到的爱与尊重，将化作无形的养

分，伴随他们乘风破浪、成长成才。毕业典礼

上隽永的发言、温情的细节、蕴藏的精神，经

由多元的传播渠道向外辐射，将激起更大范

围的共情，达成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毕业季，我们乐见更多毕业典礼“刷屏”

“出圈”，进一步诠释、彰显大学之“大”。对于

年轻学子来说，毕业是人生的新起点，行囊里

若能装满母校的叮咛与馈赠，那么，此去虽

远，未来可期。

◇最好的民生工程是“民有盼，我就在”

“巨伞来了”——近日，福建漳州新一批风雨连廊建设开

工的消息，获得市民点赞。所谓“风雨连廊”，就是在人流量、

车流量较多且无大树遮阴的主干道渠化岛规划的遮阳雨棚。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说，风雨连廊的“凉爽”，折射出城市

治理的“暖意”。近年来，从北京天宁寺桥下的篮球场，到成都

家门口的“小游园”，从外卖小哥的“温馨驿站”，到敞开大门的

机关食堂，越来越多城市在“微空间”和“微服务”上做文章，回

应百姓的点滴需求。“致广大而尽精微”，这种朴素的逻辑，恰

恰是城市治理中最珍贵的智慧。最好的民生工程，从来不是

“我要建，给你用”，而是“民有盼，我就在”。

◇AI服务老年人重在便利安全

AI老年写真、陪老年人聊天、机器人护理服务……眼下，

AI技术为老年人带来不少便利，但操作困难、沟通障碍、隐私

风险及诈骗威胁等，也让许多老年人对 AI产生回避倾向。

《经济日报》评论说，助老年人融入智能化社会，是法律赋予

的权益保障，也是技术发展应有的人文关怀，更是挖掘银发经济

潜力的关键所在。构建适老化技术生态是重要一步。产品设计

要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生理特征的变化和心理需求，增加老年样本

在AI模型训练中的比重，开发方言增强算法，同时铺设“适老助

老”社会网络，组织志愿者对老年群体“一对一”操作指导和教学，

手把手激活其“AI自信”，让AI真正为银发生活增添绚丽色彩。

◇网购摆件获省级雕塑展奖项？艺术展不能“圈地自萌”

近日，有网友反映第四届黑龙江省雕塑作品双年展一获奖

作品抄袭，质疑淘宝网上买来的摆件竟能在省级比赛上获奖。

承办方黑龙江美协表示已取消涉事作者入选资格和获奖奖项。

光明网评论说，购物平台上几十家店铺卖着和获奖作品近乎

相同的摆件，让人哭笑不得。类似弄虚作假的参展故事并不罕见，

这一方面和当事人自我要求不严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繁荣”的展

览生态下，一些奖项开始圈地自萌，对公信力不再重视，参展者也抱

有某种侥幸心态。艺术展不能只追求数量，如何保证质量，经得起

社会监督，也应提上议事日程，如果总露出这么多幼稚、滑稽的把

戏，只怕很难再让公众生出多少尊重和仰慕了。 （乐群 整理）

丁家发

据近日中国新闻网报道，伴随互联网

医疗蓬勃发展，线上购药因便捷高效已成

为不少患者的新选择。然而，部分电商平

台处方药销售乱象频发，严重威胁消费者

用药安全。在多家电商平台网售处方药

过程中，患者无须上传病历、处方等资料，

“医生”在缺乏实质性医疗评估的情况下

“秒开”处方，甚至存在“先药后方”现象。

此外，部分在线诊疗平台的处方药销售页

面还存在违规展示、超适应症宣传和销售

未获批药品的情况。

对于处方药的流通，我国一直有着严

格的规定。《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

办法》规定，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

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

根据《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通过

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说明书等信息，不

得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服务。

然而，不少平台线上售药流程实为

“先药后方”：消费者选定药品、下单后，页

面跳转至网上药店或其合作的互联网医

院，由医生进行在线问诊开方或审核处

方，审核通过后商家发货。这种模式逐渐

演变为“患者‘自我诊断’，医生‘对药下

症’”，无论患者想开什么处方药，基本上

都能得到满足。此外，一些网上药店售卖

处方药不仅不限量，甚至还搞起促销活

动，比如“秒杀”“多盒低价”“店铺满减”等

等，将患者的用药安全抛在脑后。

随着线上购药的快速发展，如何在便

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摆在监管

部门面前的一道考题。按照线上线下一致

性原则，相关部门首先要夯实平台责任，引

导网售处方药回归“先方后药”，患者需问诊

开方后才能获得更完整的药品信息。对

“秒开”处方等违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予以

纠正，对屡教不改的线上药店，则吊销其营

业资质。此外，网售处方药要严格实行实

名制以及溯源管理，以清晰界定各方权责。

某种程度上，线上购药能够缓解线下医

疗资源紧张的局面，也能免去诸多慢性病患

者的奔波之苦。若想把好事办好，网络零售

药店、第三方平台及电子处方提供单位应切

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共同推动行业的良性发

展，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作为消费者，我

们也应当对自身健康负责，遇到身体不适及

时线下就诊，而非自己“乱开方”“乱买药”。

“自动续费”被叫停，选择权该还给消费者了

龚先生

800公里收费2.8万元——最
近，一名患儿在跨省转运治疗时，遭
遇高昂救护车收费，且直接转入司
机个人账户，无明细和发票。

事件照见了监管缺位下医疗
转运市场野蛮生长的一面——当公立资源无法覆盖危重
病人转院需求时，民营机构填补市场空白本是好事，但缺
乏规则和有效监督，个别机构“坐地起价”“趁急打劫”刺痛
了患者“钱包”，也让人对“生命至上”的救护理念寒心。

唯有完善制度、加强监管、规范市场，才能让救护车
回归“救死扶伤”本质，真正成为守护
生命的可靠力量。

网友跟帖——
@之光：乘人之危，吃相难看！

@深蓝：医疗救助本是希望灯

塔，岂能成牟利工具？

网售处方药，
便利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郭元鹏

仿真面具一戴，中年男子秒变老人，趁着夜色连续入户盗

窃，孰料第二天便被警方抓捕归案，这便是引发广泛热议的上

海“换脸盗窃”案。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这位“易容

大盗”进行宣判，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通某有期徒刑四年

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万元。（见 6月 21日《法治日报》）

随着技术发展，原本用于影视、舞台的硅胶仿真面具如今

在网上唾手可得，甚至可高仿定制，这背后潜藏着生物特征信

息泄露与非法商业化利用的风险。正如办理该案的法官所

说 ：“早些年有不法分子作案时头戴黑头套或小孩玩具，但那

些工具非常招摇，仅起到遮挡面部特征的作用。如今的仿真面

具因其仿生逼真，往往可达到乔装、‘易容’的效果，不法分子如

果利用其冒用他人身份实施犯罪行为，将产生极大隐患。”

进而言之，以假乱真的硅胶面具也给案件侦破带来重重障

碍，不法分子很容易借此逃避监控，目击证人也可能被其外表

所迷惑。从法律责任上看，不仅“易容大盗”难逃法律制裁，制

造、售卖面具的商家也难辞其咎。商家若模仿特定人面部特征

制作、销售面具，涉嫌侵犯他人肖像权；若明知购买者将用于非

法目的仍提供帮助，则可能构成共同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该案的办结是打击犯罪的重要成果，但若想从根源上遏制

类似事件发生，不仅要法办“易容大盗”，更要管好“仿真面

具”。一方面，监管部门亟待完善相关法规，明确仿真面具生

产、销售和使用规范。应将高仿真面具纳入特殊商品管理，建

立严格的备案溯源制度，确保每个面具来源可查、去向可追，从

源头上遏制风险。另一方面，电商平台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加强对“人脸面具”“硅胶面具”等商品的上架审核，推行实名购

买，建立购买登记制度，并与公安部门实现信息备案联动。

科技的日新月异，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只有不断

压缩法律空白和监管盲区，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公共安全和利

益，才能让科技真正造福社会，而不是沦为违法犯罪的“道具”。

卢越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近日，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实施针对互联网电视自动续费服务的专

项规范管理措施。此次治理聚焦用户反映较

为集中的自动续费“扣费前无提醒”“取消流

程复杂”“投诉渠道不畅”等痛点问题。

说起自动续费的那些“坑”，不少人都有

切身体验——本是“试用”一个月会员，却在

试用期到期后，毫不知情地被平台“悄悄”连

续扣款,等到发现之时才知，一键开启轻而易

举，一键关闭却“披荆斩棘”。有的平台将取

消续费选项隐藏在冗长的服务协议中，要么

是取消入口隐蔽，要么是取消步骤繁琐，用

各种规则把消费者“绕晕”。

“自动续费”变“被动续费”背后，是一些

平台利用消费者的信息弱势地位，为留住用

户动起歪脑筋：以“免费试用”“首月优惠”等

为诱饵吸引用户订阅，甚至捆绑多项服务，又

故意给取消自动续费设置重重关卡，投诉渠

道形同虚设。实践中，考虑到维权成本，大多

数消费者只能自认倒霉，平台则从中获利。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4）》显示，网络

新技术条件下的消费场景中，一些经营者在

交易过程中存在弱化消费提示义务、模糊经

营者责任等情况，其中就点名平台自动续费

乱象。对这样的行为，如果不予以打击纠

正，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也是对市

场秩序正常运转的破坏。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享

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2024年 7月起实施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也提到，经营

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

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

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

注意。从司法实践来看，判决也给消费者

“撑腰”。在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

件中，某网盘运营者通过设计信息隐蔽强的

APP 界面，在消费者购买会员服务时默认同

意“自动续费”，消费者起诉商家要求退款，

获法院支持。

面对自动续费乱象，此次广电总局发布的

管理措施很有必要，也更趋细化。比如要求严

格遵循“用户主动选择”原则，禁止通过隐藏条

款或强制捆绑其他服务的方式诱导用户开通，

严格谨慎使用默认勾选“自动续订”功能；在用

户自动续费前 5日，要通过多渠道发送包含续

费产品名称、扣费金额等内容的扣费提醒。这

些规定再次给经营者“敲了黑板”：自动续费不

是“我的平台我说了算”，任何未经用户明确授

权的自动续费行为均属违规。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经济时代，“会员付

费制”已经成为互联网产品的普遍盈利模

式，“被勾选”“被捆绑”“不提示”等消费陷阱

也不限于互联网电视自动续费，网络音乐、

网盘、在线教育等多种平台服务中都存在类

似套路，长期被消费者所诟病。这就要求有

关部门持续加强监管，健全消费维权机制，

通过制度设计引导行业回归服务本质。

构建更加公平、透明、便捷的互联网消费

生态，行业企业是重要一环，应积极响应，主

动规范经营行为。与其花样百出强行留客，

不如把心思放在提升服务、优化用户体验上，

让消费者感受到尊重和“体贴”——这才是企

业赢得“铁粉”、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正路，也是

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长远之道。

吴学安

据 6月 22日央广网报道，很多人在网络购

物前，都会去查一查“第三方测评”，参考一下别

人的使用体验，再决定买不买。然而，随着第三

方测评的兴起，一些不太规范的行为也开始出

现。部分测评存在“收钱诋毁、夹带私货”的乱

象，还有的甚至为了抹黑竞争对手、推销特定商

品，“捧一踩一”，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侵害了消费者和商家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各大平台上涌现出不少第三方

消费品测评账号，通过对产品进行测试评级，

在质量、价格、服务等方面为消费者提供购物

参考。所谓“第三方”，即与交易双方无利益

牵扯，往往具备非营利性质。公正、专业、科

学的第三方测评，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更多有

价值的信息，对规范市场环境，促进商家提升

产品、服务质量起到良好作用。

但如今，随着市场竞争的越发激烈，不少

测评账号开始走偏。一方面，检测方法、标准

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一

些测评账号为赚取流量，与商家深度捆绑，以

测评之名行带货之实，甚至设置不合理的比

较条件，在测评中抹黑合作企业的竞争对

手。这种测评不仅无益于消费者做出理性选

择，反而会形成误导，扰乱市场秩序。可以

说，失去公信力，第三方测评也就失去了存在

的意义。

2023 年 5 月起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

办法》规定，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

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

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

“广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如果经营者通

过虚假测评方式进行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或者在测评中故意抹黑其他产品，涉嫌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法；如果以广告为目的进行测

评，还可能违反广告法。

互联网时代，第三方测评也必须经得起

全社会“测评”。面对测评行业的乱象，有关

部门需及时出手纠偏，引导第三方测评走上

正轨。明确测评行业准入门槛及相关标准，

尤其应对职业测评人予以资质认定；强化法

律监督，对违法违规的平台和账号进行惩戒

和追责。网络直播、短视频、社交等相关平台

应做好引导，加强备案管理和作品上架审核，

不能仅着眼于流量，充当测评行业的“保护

伞”。消费者在网购时也需“擦亮眼”，尽量货

比三家，而不是偏听偏信。

期待各方协力，推动测评行业切实为消

费者服务，回归客观、公正的行业初心。

整治乱象，推动“第三方测评”回归客观公正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