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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儿童被埋”：力戒安全监管形式主义

正规品牌搞“山寨维修”实为砸牌子

■张海英

■张冬梅

卖女打赏主播，岂有此理！

“游艇”“火箭”“跑车”……网络直
播间内，充斥着各种需要用真金白银
换取的虚拟礼物。近日，一则“8 万元
卖掉 3 岁亲生女儿，男子转身打赏给
女主播 7.3 万”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

“卖女儿打赏主播”，岂有此理！
这样的事情实在匪夷所思，让人难以
置信。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为
人父母，不疼惜孩子本就不应该，更何
况还将孩子残忍地买卖。这个父亲的
行为不仅突破了人性底线，也越过了
法律红线，情理难容。好在，经判决，
日前这个残忍的父亲被剥夺了监护人
资格，并受到法律惩罚。但其对孩子
身心造成的伤害，却不易抹平。

对此，有网友评论：过去都说赌博
猛于虎，现如今该说主播猛于虎。事
实上，这一观点有些偏颇。不可否认，
近年来，网络直播迅猛发展的同时各

类乱象频发，其中与部分网络主播的
“过火”行为不无关系，但也不能将责
任全部归咎于主播群体。要看到，直
播打赏客观上是市场交易行为，买卖
双方平等、自愿。于看客，是为自己获
得的体验而付费打赏；于主播，是因自
己的劳动付出获取回报，本无可厚非。

但因为行业准入、内容审核、实名
认证、管理规范尚不完善等诸多原因，
网络直播行业当前仍存在一些风险隐
患。作为直播行业吸金利器的直播打
赏，也因争议行为、纠纷频发常被推上
舆论的风口浪尖。对待类似事件，在
愤懑、谴责的同时，我们更该思考的
是，如何完善打赏审核监管机制，进一
步为网络直播行业打补丁、补漏洞，使
其在良性轨道上发展。这值得更多研
究，也需要平台、主播、用户等相关主
体共同推动。 （来源：法制网）

安全事故表面上看是“黑天鹅”，但背后仍
是侥幸心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

河南原阳4名儿童被土方压埋致死事故，有
了初步的调查结果。据新乡日报报道，当地官方
初步查明，盛和府建筑工地未取得《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属无证非法施工，涉事车辆为向后倾
翻型后八轮自卸车，系违规作业。原阳县委作出
决定，对事故中负有监管责任的县住建局党组书
记、局长孙国安和安全股股长王建刚予以免职。
对县城管局局长魏学义启动问责程序，待该案查
结后，将依据最终结果作进一步处理。

幼小生命的逝去，每每令人难以释怀——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春天。而从记者的现
场报道来看，悲剧的酿成背后是多环节的失守：

非法施工、违规作业、围挡豁口、监理失责、执法
不力。

公众一方面是不忍心看到幼小的生命逝
去，另一方面就是不能接受，从企业到监管者几
乎全链条对安全的漠视。如今，各地经济正在
努力向常态回归，也在推进复工复产，但不能不
说的是，一些无视安全的违法、违规操作，也已
经上了路。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

4 月 10 日，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指示强调，“绝不能只重
发展不顾安全，更不能将其视作无关痛痒的事，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安全事故，表面上看是“黑天鹅”、是偶发事
件，但背后仍是侥幸心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在作祟。以盛和府工地为例，当地住建局明明
下达了停工整改通知书，但这个通知对工地来
说“无关痛痒”，不影响继续施工；住建部门没有
执法权，只管发文不管落实，这张停工通知便沦
为“形式主义”；有执法权的城管局则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这可不就是“官僚做派”？

复盘之前发生的安全事故，也不难发现，对
危险预判不足、侥幸心理、监管流于形式等问题
普遍存在。直到丧钟敲起，才不惜一切代价救
援，地方政府才表态严厉查处责任人，但最终，逝
去的生命才是社会真正难以承受的沉痛代价。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此前处于集中力量防
控疫情的“非常状态”，人员调度也向防控一线
倾斜。如今，企业、工地各项生产活动集中启

动，一些违法施工行为也悄悄行动起来。一些
监管部门很可能尚未调整好状态，对风险隐患
反应迟钝。

有的地方借口发展任务重，对一些“灰色工
程”睁只眼闭只眼，纵容盛和府之类的项目非法
施工，监管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失察之责。各
地监管部门当以此为鉴，迅速校准工作状态，对
风险隐患时刻保持敏感、警觉。

今年我国经济发展任务艰巨，越是在这个
时候就越要稳扎稳打，不能为了加速、抢跑，就
把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压埋”到地下。“四儿童被
埋”事件教训非常深刻，只有落实安全监管责
任，加强执法联动，方能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

（来源：新京报）

小病大修、小件大换，上门费、开机费、检测
费等层层收费屡见不鲜，家电售后维修的“花式
套路”让消费者很“受伤”。新华社记者近日调
查发现，尽管消费者频频投诉，这些售后维修乱
象依旧在上演，问题积重难返，而且一些正规品
牌也搞“山寨维修”。（4月21日《经济参考报》）

“重售出，轻售后”是家电行业存在了多年
的顽疾。消费者购买家电时，销售商往往吹得

“天花乱坠”，售后承诺也“完美无缺”。不过不
少消费者使用家电出现问题需要维修时，则要
付出高昂的维修成本，既包括经济成本，也包括
时间成本等。

此前，从“3·15晚会”到消协组织等，已多次
曝光家电维修乱象，但舆论监督没有能改变这
类乱象。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包规定》

《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法律法规
对相关各方都有约束，但制度的落实情况很不

理想。
从某种程度来说，家电维修问题仍在升

级。不仅存在收费问题，还存在部分维修点“踪
迹难寻”“人去楼空”，造成消费者要付出交通、
时间等成本。而“消失的维修点”竟然发布在大
品牌官网上，让人无法理解。可见“轻售后”到
了何种程度。

更离谱的是，一些正规品牌也搞“山寨维
修”。一些家电品牌代理商在卖给消费者产品
时，会附上官方维修号码。商家嘴上说这是正
规厂家维修，若家电真出了问题，上门的却是

“山寨维修”。
毋庸置疑，没有一个消费者愿意碰到“山寨

维修”。原因很简单，“山寨维修”在收费方面是
否公平合理很难保证，而且维修的效果也让人
不太放心，维修后如果再出现问题，则有可能付
出更多维修成本、折腾成本，这对消费者来说将

难以承受。
其实，正规品牌厂商搞“山寨维修”是一种

“砸牌子”的做法。虽然搞“山寨维修”可以降低
售后成本，但“山寨维修”上门服务本身就拉低
了正规品牌的价值，如果还存在乱收费、维修效
果差等问题，正规品牌的形象更容易被“山寨维
修”搞砸。

这类正规品牌厂商可能天真地以为，自己
搞“山寨维修”消费者不会识破，这还真是小瞧
了消费者。如果这类商家还认为搞“山寨维修”
不会影响自身品牌形象和销售，恐怕打错了算
盘，因为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都会投诉维权，
令这些正规品牌形象很危险。

正规品牌别“因小失大”，不要为了售后省钱
而搞砸品牌形象。家电市场竞争，虽然价格是主
要竞争手段，但品牌竞争不容忽视，因为大部分
消费者买家电不仅想省钱，更不想“买麻烦”，而

质量问题、维修问题都会增加消费者的麻烦。
希望品牌家电厂商主动改变“重售出，轻售

后”的弊病，让包括维修在内的售后服务为品牌
形象加分而不是减分。同时，也希望政策和法
律层面有所作为，通过规范家电售后维修领域，
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家电企业售后服
务早日回归健康状态。

目前，至少应从两方面做起：其一，对家电
产品返修率、维修情况进行监测、统计和发布，
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倒逼商家提升质量减少
维修。其二，对乱收费、山寨维修、踪迹难寻等
维修问题进行常态化治理，依法从严处罚违规
商家。

此外，消费者也要积极维权。只有消费者
依法积极维权，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维权各环节
有效运作，有力遏制维修中的各种违规违法乱
象。 （来源：新华网）

“2019年，人民法院审结一批恶意抢注商标的案件，
让恶意抢注商标的当事人输了官司又赔钱，谁违法谁就
必须付出代价。”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林广海4月21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恶意
抢注商标行为，近年来人民法院采取五方面措施，形成
组合拳，严格规制恶意抢注商标。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违法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