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报道，进入暑期，到各地医美
机构里咨询的学生特别是毕业生、
大学生消费者显著增多，水光针、瘦
脸针、光子嫩肤、点痣、祛斑祛痘等

“轻医美”项目颇受欢迎。为了在开
学季、求职季“惊艳亮相”，不少学生
族选择在暑期长假中“偷偷变美”。
殊不知，在“变美”消费中一不留神
就会掉入“陷阱”。

学生平时没时间，暑假较长，可
以让学生完成变美的心愿。一些低
年级升入高年级或进入大学的学
生，想通过医美手术来展现新形
象。大学毕业生初次踏入社会或进
入职场，希望通过医美手术来掩盖
面容瑕疵，或展现更美的一面。每
年暑假来临之际，不少医美机构加
紧布局，争先恐后地争抢这块巨大
的蛋糕，导致暑假一到，医美就会和
天气一起热起来。

据业内人士介绍，学生接受医
美服务的集中期，往往也是各种医
美欺诈的高发期。做医美手术的学
生多，骗子们更好浑水摸鱼；短期内
需求猛增，合规的医美服务供给不
足，尤其是正规医生人手不够，就会
出现非正规机构见缝插针、不具资
质的人凑合提供服务等现象。“免
费”或低价诱导进店，体验中二次收
费；夸大或虚假承诺效果，后期维权
难；被诱导医美贷、升级办卡或长期
消费；产品或服务以次充好、以假充
真；预付办卡未消费或未达预期效
果退费难……各式各样的欺诈套
路，都可能随着暑期医美“热”的升
温而增加。

此外，暑期医美“热”也容易让
学 生 产 生 心 理 误 区 。 轻 医 美 之

“轻”、微整形之“微”，让人误以为操
作简单、风险极低。学生涉世未深，
更容易被“轻”和“微”所误导。医美
专业医生的资质很复杂，假医生毫
无资质容易发现，真医生跨专业做
医美手术也不难辨识，但医美专业
医生也有类别和执业范围之分，比
如低资历和低职称医生不能单独做
高难度医美手术……对于这些成年
人都难以理解，学生就更难分辨。

暑期医美的特点和表现决定了
学生的健康很容易在此期间受到伤
害。这几年，“美容不成反毁容”之
类事件在学生中时有发生。并且，
医美对学生的伤害还容易形成多
重叠加。比如学生的身心尚未完
全发育成熟，过度推荐项目后容易
出现“植入体尺寸不合”等现象。
毕业生想就业，支付能力低，但有
超前消费习惯，“套路贷”、消费欺诈
等就更容易在此期间来围猎学生，
导致暑期医美欺诈容易变成一个

“复合体”。
暑期医美“热”已变成一种独特

现象，医美伤害则是学生面临的一
种主要风险。对此首先要“在医言
医”，通过增加优质医美供给、打击
医美欺诈、优化医美行业生态等举
措为学生化解风险。此外，还要通
过医教结合，用分散服务为暑期集
中服务“削峰”，以及强化学生审美
观教育，让更多学生选择自然美和
差异美。对暑期医美欺诈，还应与
其他相关欺诈一同整治，并大幅加
大整治的力度。

通过这些综合举措，才能尽快
填平暑期医美“陷阱”，进一步维护
好学生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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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据《北京青年报》

外卖骑手地图是为了善待每位“赶时间”的骑手，但也希望骑手能够善待每位有点单需求的用户热点 话题

“外卖骑手地图”不能只顾方便不顾安全

暑期医美“热”别灼伤学生的健康

外卖骑手地图截图

新京报：
“六点半窗口”
让医疗服务更便民

据报道，为方便老年患者挂号就诊，
绍兴市第二医院于8月3日起开设门诊挂
号“六点半窗口”，早上六点半就可以开始
接受患者挂号。

夏日炎炎，“排队要趁早”成为一种理
性选择。“六点半窗口”做到了“想患者所
想，应患者所需”，医院方面通过完善和优
化服务，切实地方便了患者。可见，多一
些换位思考的体谅和将心比心的成全，公
共服务就能以更加柔软、周到、细致的方
式呈现出来，切实做到便民利民。信息社
会，通过数字赋能助力“线上办”和“少跑
腿”，已成潮流。可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
不能顾此失彼，在滚滚而来的数字化进程
中，也要兼顾“慢了一拍”的老年人。眼
下，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评价标准已经从

“有没有”到“好不好”转变，呼唤公共服务
在专业化、规范化的基础上多些“绣花功
夫”。这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和技术的支
撑，也离不开观念的重塑与更新。

北京晚报：
不能让涉黄手办
再“扮”下去

据法治日报报道，近年来，各种题材
的二次元作品及其衍生手办受到未成年
人追捧，然而，不管在线上还是线下，总有
衣着暴露、姿势不雅的手办公然售卖。

低俗手办俗称“妈见打”，但靠“妈见
打”显然打不到商家的痛处。正规手办都
有版权协议，且价格普遍较高。而黑心商
家刻意用色情低俗内容吸引未成年人，山
寨正规产品，没有最基本的商业底线。劣
质手办大行其道，很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
币。为什么很多服装暴露、具有强烈性暗
示的手办可以大摇大摆地交易？是商家
花招太多，还是监管出现灯下黑？有的网
店明确标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实际
交易中根本不询问买方年龄，还有意在评
论区展示手办无码暴露图片，平台为何看
不出来？斩断涉黄手办利益链条，需从产
销两端共同发力。既然少儿不宜，就不能
生产，也不能售卖。

正观视评：
小伙拒绝让座遭老人殴打
法律不容倚老卖老

据报道，8月7日，山东青岛地铁3号线
上，一年轻人因拒绝让座，遭老人暴力殴
打，整个过程年轻人始终未还手。根据目
击者的描述，座位是年轻人先坐下的，老人
过来说：“你给我起来。”遭到拒绝后两人发
生口角，最后被其他乘客制止才停手。

从视频画面看，老人几乎是压着年轻
人打，体力丝毫不比年轻人差。年轻人也
确实够克制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
用手死死抓住老人的衣服。确实，社会风
气怎么就这样了？老人想不通，我也想不
通。大庭广众大打出手，怎么能如此理直
气壮。对于这样倚老卖老的人，就应该用
法律来治，希望当地警方能及时通报处理
结果。我们呼吁年轻人向老年人让座，但
应该是出于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出于我
们心底对体弱者的同情，而不是“不让座
就要挨打”的恐惧。我们呼吁对特殊群体
予以保护，但保护不能是宽纵，原则不能
如弹簧。

近日，一款名为“骑手小区
楼号地图”的小程序在网络上引
发热议，原本是为方便外卖骑手
快速查找小区楼号的工具，却出
现暴露住户隐私，脏话标记顾
客，甚至造黄谣的现象，该小程
序在遭到投诉后已于8月1日暂
停服务。然而，8月6日，搜索发
现，该小程序数据已迁移到另一
备用账号中，此前存在的问题仍
未解决。（8月6日读特新闻）

“楼号地图”小程序，可以帮
助骑手快速定位小区楼号，提升
配送效率以及骑手的配送体验，
减少因寻找地址而耗费的时间
与精力；消费者也可以更快拿到
外卖，餐饮食用口感会相应提
高。可见，“楼号地图”小程序对
骑手与用户双方都有好处。

然而，如今，“楼号地图”小
程序却出现暴露住户隐私、标注
小区门禁密码等信息。这不仅
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也为不法分
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威胁了用户
人身安全。

随意添加标注信息，为何无
人监管？调查发现，“楼号地图”
小程序的标注内容无需审核，标
注者也无需实名认证，任何人都
可匿名查看和添加标注。那么，
小程序在设计开发之初，是否有
考虑到用户隐私问题？若是有，
为何失去作用？若是没有，小程
序是如何通过审核上线的？

既然任何人都可以匿名查
看、添加标注，那么，是不是意味
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更改、删除
标注呢？事实并非如此，用户想
要删除恶意标注没那么简单——
小程序要求用户观看广告才能继
续操作，但是点击继续后，小程序
就再无响应，整个页面中也未提
供客服接口或联系方式。为何标
注信息这么简单、随意，用户想要
删除恶意标注却如此难？还是
说，这是一种默许行为？

虽然在遭到投诉后，“楼号
地图”小程序暂停了服务，但是
仅数日后，该小程序数据又换个

“马甲”重出江湖，问题却仍未解
决。出现这样的现象，相关部门
的监管不得不让人怀疑，是“无

能”还是“无为”？
“楼号地图”小程序应该明

确要求标注者进行实名认证，并
加强对其标注信息的审核与管
理，确保骑手在使用小程序的同
时，保护用户的隐私信息和个人
安全。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小
程序的监管，在小程序遭到投诉
时，不能仅进行封禁处理，更要
加大处罚力度，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有关责任人。

外卖骑手地图，是为了善待
每位“赶时间”的骑手，但也希望
骑手能够善待每位有点单需求
的用户，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方
能实现彼此利益的最大化，也更
能体现一座城市应有的肌理与
温度。 评论员 任思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