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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平台菜”质量乱象，需要优胜劣汰
□齐鲁晚报评论员 朱文龙

随着买菜平台的迅速发展壮大，这
种“足不出户，送菜上门”的生活方式备
受消费者青睐，但与此同时，产品质量瑕
疵、定价定量无标准、售后维权难等问题
也频频遭到消费者吐槽。

无论是产品质量存在瑕疵，还是定
价定量无标准，买菜平台都侵害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前一种行为涉嫌侵害消
费者健康权益，后一种行为则损害了消
费者公平交易权。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
权益受到侵害后，消费者在平台上维权
很难。面对消费者的投诉，平台的态度极
为敷衍，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顾左右而言
他。这种态度暴露出了买菜平台只重视
市场推广和眼前利益、对消费者合法权
益重视不够的问题。这些乱象的存在，正
动摇着买菜平台生存的根基。显然，这不
利于买菜平台的发展。

买菜平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
便利，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后，“网上买
菜”成了人们喜爱的购物方式。疫情期
间，这类平台的用户数、订单数、销售额
等指标纷纷创下新高，便是证明。因此，
此时对于买菜平台中存在的种种乱象，
绝不能熟视无睹。

那如何整治这些乱象呢？加强监管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相关部门日常对买
菜平台加大监督抽查力度，一旦发现不
合格产品，对相关商家进行依法处理，可
以有效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需要
指出的是，在监管过程中，相关部门要明
确边界所在。

这里所说的边界，指的是相关部门
除了对买菜平台明显的违规行为进行打
击外，不宜插手过多。诚然，政府有市场
监管职能，但是这种职能主要体现在维
持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上。就网上买菜这
件事而言，这个行业刚出现不久，仍属于

新生事物。从报道中消费者各种各样的
投诉来看，该行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还
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样的市场环境，方便
了一些只重眼前蝇头小利的平台“浑水摸
鱼”，而那些用心对待消费者但实力不雄厚
的平台，却很难发展起来。显然，若任由这
种情况发展下去，不排除会出现“逆向淘
汰”，引发“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由此，为彻底根治买菜平台的乱象，
相关部门要做到两手抓，既要打击一些
平台的违规行为，也要给一些优质诚信
的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具体
而言，相关部门应当维持住这个新赛道
的秩序，维护好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
优质诚信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唯
有如此，买菜平台才能学会尊重消费者，
才能做到规范经营，如今被消费者诟病
的果蔬质量参差不齐、缺斤短两屡见不
鲜、售后敷衍维权困难等问题才能得到
解决。

□舒圣祥

近日，有网传图片显示，一名顺丰同
城骑士4月9日实际收入10067 . 75元。顺
丰同城回应称，经后台查询后确认，该骑
士共完成60笔同城配送订单，系企业用
户下单，订单佣金计提总额达10067 . 75
元。其中基础佣金534元，各类特殊奖励
约1678元，用户打赏约7856元。也就是
说，该骑士平均每单不含打赏收入为约
36 . 9元，平均每单获得打赏约131元。

骑手日入过万，这样的消息无疑足
够吸引眼球。对普通人来说，日入过万
的收入不可谓不高，也引来网友热烈讨
论，由于在疫情期间，有人称其为骑手
的风险溢价，也有人称其为用户的含泪
打赏。

很多网友认为，骑手冒着风险辛辛
苦苦工作，高收入自然无可厚非，凭什么
网红能拿动辄上万的打赏，骑手却不行？
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打赏就没有骑
手接单，这和白菜卖到几十元一斤又有
多少区别？事实上，这是两个层面的问
题，需要分别看待：一是，骑手该不该拿
这份高收入？二是，骑手日入过万真的是
正常现象吗？

在骑手该不该拿高收入的问题上，
笔者坚定地认为，骑手不仅应该拿，而且
对于保障供应来说，骑手高收入，其实是
件好事——— 骑手拿得越多，来自市场的
激励越足，特殊时期的供应链条才越有
保障。这和上下班高峰期调整打车价格
是一个道理。哪里订单多，哪里需求足，
就会通过市场的方式反映到价格上来，

进而激励更多服务者都于此时来到此处
提供服务。如此一来，既有利于更好地满
足需求，也有利于更快地平抑价格。

这个意义上，骑手日入过万其实并
非常态，不会持续下去。高价格作为风险
溢价，会激励更多骑手加入，价格自然就
会慢慢下降。这是市场竞争规律使然。特
殊背景下，减少人为干预，通过市场方式
保障供应，仍是最有力的举措。

换个角度说，骑手固然该拿高打赏，
用户的高打赏却很可能并非自愿。不过
是，当买方市场进入卖方市场，用户为了
赢得交易机会，被迫支付了更高的对价。
此时的所谓打赏，无非是佣金的另一种
展现形式罢了。换言之，此事折射的是一
种非常态下的特殊案例。只要供应链恢
复正常，骑手收入自然会回到常态。

近年来电梯广告凭借稳定的流量和
更有效的抵达率受到广告投放企业的青
睐。然而，电梯广告杂乱令人不适，广告
内容简单粗俗无价值等现象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诟病。

“见缝插针”可以，切忌引起受众的
反感。电梯作为人们不可避免需要乘坐
的工具，具有非常稳定的流量。电梯广告
恰恰抓住了这一信息接收的空当，也很好
地解决了狭小空间内陌生人目光无处安放
的尴尬。事实证明，当处在封闭环境中时，
消费者对广告的关注度远超过处在其他环
境中的媒介。然而，这种“见缝插针”并非
没有限度，如果一味地挤占有限的电梯
空间，最终只能招致乘坐者的反感。

一些网友反映，近年来，电梯中的广

告投放越来越多，一开始一台电梯放置
两三块，后来平面广告变成了电子屏，现
如今电子屏数量在变多，甚至出现电子
屏投屏相结合的模式。“如今坐电梯，各
种屏幕投屏让人感觉眼花缭乱。”须知，
有效的接收才能达到广告传播效果，一
味地吃干榨净电梯空间，最终只会透支
乘坐者的兴趣，产生相反的效果。

电梯广告作为一种新场景，不该是
简单地将其他普通广告搬到电梯屏幕
上，更非简单粗暴地把最原始的广告设
计直接套用。电梯广告不同于电视广告，
乘坐者停留时间短导致内容难以有宏篇
叙事。这就需要设计者对电梯乘坐者进
行调研，探索更积极有效的传播方式，如
让信息更加简明扼要，让乘坐者能快速

了解并接受，或是增强创新性互动性，通
过设置悬念吸引乘坐者事后关注，让表
现形式更新颖。

此外，近年来，一些电梯广告内容
简单粗俗，采取演员播报、静态展示等
方式，不仅毫无美感甚至让人感到不
适。新场景新模式亟需制定相关行业规
则。唯有有效监督和管理才能确保这一
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有关管理部门应
当严格限制电梯内广告投放数量，以确
保乘坐者的安全舒适；在内容审核上，
应厘清权责，制定标准，加强监管，让每
一块电梯的广告位都呈现出风清气正的
良好氛围。 （人民财评）

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近日，报名参加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的小张向媒体倾诉自己遭遇的

“怪事”：自己的学信网账号被人登录，先是
被取消考试报名，接着考研调剂志愿又被
乱填写一通。她的经历被报道后，引发人们
对考研志愿填报系统的担忧。怀疑是“熟人
作案”的小张已经报警。

此类考试志愿填报信息被篡改事件已
发生多起，说明志愿填报系统仍存在安全漏
洞。从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现状看，鉴于显而
易见的侵权风险，升级考试志愿填报系统安
全策略已迫在眉睫。防止他人篡改志愿填报，
也依赖于严肃的法律制约与惩戒。升学是影
响一生的大事，志愿填报是升学的关键环节。
篡改他人志愿信息，无异于窃取、侵犯受害者
的受教育权，法律绝不能“高举轻放”。（光明）

日前，有甘肃网友在人民网留言，称与
谈了几年的对象谈婚论嫁，却因近30万元的
彩礼被迫分手，希望能整治一下这种风气。
甘肃省正宁县回复称，已出台政策，明确规
定农村结婚彩礼不超过8万元，公职人员彩
礼不超过6万元。

天价彩礼恶劣影响早已溢出家庭，成为
重要的社会治理议题。天价彩礼的索求行为
如同将婚姻变成买卖，是对人（主要是女性）
的物化和异化，给婚姻留下经济、爱情双双透
支的隐患。根据《民法典》《刑法》相关规定，索
要天价彩礼的行为，虽然不构成勒索罪，但可
能涉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2021年4月，我国设立了首批“婚俗改
革试验区”，解决天价彩礼等婚嫁陋习。一
些改革试点及非试点地区出台了结婚彩礼
指导性“限价”。需要强调的是，彩礼“限价”
只是阶段性的治理之举，并不必然传递“彩
礼合理”的价值导向，要警惕鼓吹指导限价
等于鼓励彩礼的言论。限的终端，指向不
限，指向婚姻自由。天价彩礼成因受经济、
观念、习俗等诸多因素影响，治理也离不开
自治、德治、法治的合力。 （文阳）

4月1日起，湖南、重庆、福建将施行新
的最低工资标准。此前，22个省份已于去年
或今年初先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
海最高，为每月2590元。《劳动法》规定“用
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建立这一制度是法律的“硬
性要求”，旨在保障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劳
动者的基本生活。

但现实中，有企业无视规定，采取种种
方式“稀释”最低工资，要么延长工时摊薄
工资标准，变相减损劳动者合法权益；要么把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标准工资，职工工资收入
水平与企业利润增长幅度不匹配。迫于就业
压力，一些职工只能忍气吞声。对这类侵害了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稀释”行为，劳动行政部
门要主动监管，刚性执法，不给稀释最低工资
行为生存空间。劳动者也要拿起法律武器，敢
于对变相“稀释”行为说“不”。 （何应洋）

相关部门应当维持住这个新赛道的秩序，维护好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优质诚信的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唯有如此，买菜平台才能学会尊重消费者，才能做到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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