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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仗义执言 图说话图说话看看

“农科院”标签岂能随便贴 公厕标识不应“难人所急”

如今，在商场、酒店、景区、医
院等公共场所，卫生间标识抽象
难懂的现象十分普遍。比如，同
样是区分男女厕所，有的用“○”
和“△”或“○”和“▽”的组合来标
识，还有的则用上了水滴、斜线
等元素或者其他难以辨认的男
女造型设计，真是让人一头雾水。

实际上，公共卫生间标识属
于公共信息标志，国家有推荐性
标准，但并不强制，这也留下了
供人发挥的空间。然而，若厕所
标识不能一目了然，那实在是

“难人所急”。希望有关部门在
这方面加强规范和引导，至少要
求公厕标识必须标注中英文的

“男”“女”，确保不同年龄、文化
程度的人都能看得懂。（浙江台
州 江德斌 50岁）

前不久，老伴花 39 元买了一
盒草莓，外部被保鲜膜包裹着，顶
部露出的草莓个头有核桃那么
大，水灵灵的，很是喜人。结果回
家打开包装一看，藏在里边的草
莓，个头远没有最上边的那么大
颗、饱满，盒底还垫了一层枝叶，
老伴连呼上当。

近年来，类似的障眼法套路
在水果售卖领域层出不穷，尤其

是论箱卖的苹果、梨、猕猴桃、橘
子等，大果盖小果、包装重量冒
充水果重量等伎俩已经被一些
不良商家练得“炉火纯青”。这
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公信的缺失，
另一方面也侵害了消费者的权
益。希望有关部门和媒体加大
对此类现象的曝光力度，倒逼商
家加强自律，诚信经营。（陕西西
安 许双福 61岁）

盼水果售卖少些套路

机构名单怎么查

贵报 1 月 18 日头版
刊登《官方平台公布口腔
种植相关信息》一文称，国
家医保局在官方平台公布
了“承诺参与口腔种植价
格治理的医疗机构名单”
等有关信息，请问这个“承
诺参与口腔种植价格治理
的医疗机构名单”具体在
哪查看？（湖南长沙 李荣）

编辑邹东锋回复：该
名单可在“国家医保局”微
信公众号主页上，点击“服
务”，在下方的“微服务”条
目下即可看到。为方便大
家查阅，我们制作了一个
二维码，用微信
扫码即可直达查
阅网址。

50元购进的骨灰盒卖
100 元 ，260 元 购 进 的 卖
1790 元，如此暴利的骨灰
盒生意让湖北省仙桃市殡
葬管理所吃了一张罚单。
信用中国（湖北）网站日前
公示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
书显示，湖北仙桃市殡葬
管理所因价格违法行为被
处罚 10 万元。然而，比起
涉案期内（2021年 1月 1日
至 2022年 12月 31日）合计
1576 万余元的销售金额，
区区 10万元罚金无异于挠
痒痒。

近年来，在社会各界
的关注和呼吁下，殡葬业

的暴利、无序现象客观来
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
制。但总有顶风作案者、
吃相难看者，将恬不知耻、
无德无良展现得淋漓尽
致，让人既惊且怒，仙桃市
殡葬管理所即是一例。

如处罚决定书所指，
仙桃市殡葬管理所在信息
不对等的情况下，引导交
易相对人在馆内购买骨灰
盒和其他丧葬用品，存在
违背他人意愿，变相强制
对方接受交易服务价格的
行为。这显然是极尽理性
的描述，更能让人共情、让
人忍不住痛陈的现实则

是，在殡仪馆这样的特定
场所，除非馆方主动提供
价格公道且透明的产品和
服务，否则，沉浸于悲痛中
的人谁会有讨价还价的心
情和机会？任何形式的捆
绑、分拆或强制交易，不就
是肆无忌惮地声张“我为
刀俎，人为鱼肉”吗？不就
是毫不顾忌地趁火打劫，
大发不义之财吗？

事实上，在对价格违
法行为的处置中，没收违
法所得、顶格处以罚款，乃
至对相关负责人追责，可
以说都是基本操作。反观
地方主管部门对仙桃市殡

葬管理所的“蜻蜓点水”式
处罚，真的能让当事方感
受到切肤之痛，起到惩前
毖后的警示意义吗？更让
人关心的是，据媒体报道，
湖北全省去年曾开展深化
殡葬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其中就包括
殡仪馆设置明显不合理收
费项目、殡仪馆骨灰盒等
丧葬用品价格虚高等焦点
问题，那么被罚后的仙桃
市殡葬管理所到底有无收
敛，是否将殡葬用品和服
务的政府指导价落实到
位，是不是也该向外界交
一份绩效单了？

轻飘处罚难治骨灰盒暴利

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日记者
调查发现，在不少购物平台或直播
间售卖的商品中，不乏仿正品、傍名
牌的商品，甚至还有虚假冠名的商
品，如某农科院研发、与某科研所合
作等。

“农科院”标签失守的背后，是虚
假宣传、冒名顶替等诸多行业乱象，
既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也严重影响了
相关机构的声誉。从目前的调查情

况来看，这些打着“农科院”招牌进行
“学历造假”的零食产品多集中在电
商、直播等在线购物领域，这也从侧
面反映了相关平台在产品审核方面
存在疏漏。对此，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倒逼平台监管提
质。电商平台也要扛起监管责任，加
强涉及“农科院”“科研所”等关键词
的二次审核工作，及时为消费者“排
雷”。（广东广州 刘硕）

近日，网红考研名师张雪峰建议
员工“过年不要再给孩子送红包了”
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据澎湃新闻
报道，另有网民近期反映当地“过年
给孩子拿红包攀比严重，涨到最低
200 元，有的是 400 元、600 元，给农
村老人增加很大经济压力和烦恼”，
安徽阜阳官方回应：将引导基层将压
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

作为春节期间的重要民俗，长辈
给晚辈压岁钱不仅是一种“年味”，也
是一种文化传承。但在不少地方，压

岁钱逐年走高的攀比风气确实让不
少老年人“压力山大”。尤其是在广
大农村地区，老年人本就没太多收
入，水涨船高的压岁钱更是让他们难
以承受。从这个角度而言，地方政府
出面倡导基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
纳入村规民约，并非管闲事，而是对
不良风气“纠偏”。当然，除此之外，
也需要广大中青年人提高认识，加强
对孩子的教育引导，杜绝压岁钱的攀
比之风，让压岁钱回归“礼轻情义
重”。（江苏徐州 郭元鹏 53岁）

别让压岁钱压弯了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