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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透明的信息，建立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基础之上，并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来实现热点 话题

一些批发市场中，或是热闹
的直播平台上，“物美价廉”的山
羊绒产品销量十分可观。

但据央视《财经调查》报道，羊
绒产品价格“亲民”的背后却另有
隐情。一些商户从工厂进“白坯”
贴牌，将原本羊绒含量极低的羊
毛、羊绒混纺针织品打上100%山
羊绒的水洗标，伪造检测报告，虚
标羊绒含量，用浣熊绒冒充羊绒。
有辅料店工作人员透露，水洗标上
的含绒量想写多少都可以，完全取
决于羊绒衫的价格定位，想卖贵些
就标高些。除了水洗标，吊牌、合
格证上面的填写内容也完全由商
家自行决定，肆意更改。

羊毛变羊绒、标识随意写，无
疑是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吊
牌、水洗标、合格证的存在，就是
为了将真实情况提供给消费者。
倘若根据含绒量标价异化成了根
据商家意愿标价，那么所谓的羊
绒衫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不
过是满足商家一己私欲的工具。
大量标注着与实际成分严重不符
的羊绒衫流出，使得市场秩序也
遭到扰乱和破坏。

材质上，羊毛未必出在羊身
上，但营销上，却想羊毛都出在羊
身上。部分商家号称“忍痛”卖

货，实际却靠“薅羊毛”赚得盆满
钵满。为了更好卖货，甚至不惜
和监管玩“猫鼠游戏”，被举报查
封账号了，就迅速再起新号，继续
公然售假。这样的保暖衣物，岂
不让人寒身又寒心？

标识随意写，监管不能随意
放。相关监管部门需加大对商家
违法行为的处罚惩戒力度，遏制
害群之马在市场里刮起的不良之
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守护
诚信的市场环境。不断延伸监管
触角，才能形成倒逼效应，亮明依
法诚信经营的底线。

要求以逐利为目的的商家从

道德自律角度为消费者考虑，多
少有些不现实。因而，对商家真
正形成约束力的，只能是法律和
消费者的选择——消费者的理
性，建立在真实透明的信息之上，
而真实透明的信息，则建立在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之
上，并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
执法来实现。

产品贵在品质、买卖贵在诚
信。希望经营者明白，背刺消费
者所真正刺伤的其实是其自身。
含绒量有差别，但消费者的期望
却不变，一直都是“货真价实”“物
有所值”。 评论员 韩静

含绒量随意写，“羊毛”到底出在谁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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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瞭望塔

□据《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一些以刺激体验为卖
点的文旅项目兴起，玻璃栈道、玻璃
吊索桥、“步步惊心”等代表项目逐
渐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目光、提升自
身竞争力的新宠。而如何保障这些
游乐设施的安全性已是摆上桌面的
新问题。国务院安全生产和消防工
作考核巡查组日前派员前往安徽芜
湖某景区开展明察暗访工作时发
现，一处位于高空的玻璃平台未设
有完全封闭防护栏，一些地方仅在
平台底部设置了兜网，存在游客坠
落风险。尽管如此，这里成了不少
游客钟爱的“天空之镜”，让人不禁
捏了一把冷汗。

据景区方称，这是为了不遮挡
镜头，方便游客拍照打卡。为了迎
合游客，景区竟然忽略安全风险，随
意给防护栏开口子，这是典型的因
小失大。如果不是这次国务院组织
考核巡查，此处的安全风险何时才

能消除？其他景区是否存在类似情
形？还有多少安全漏洞亟待堵上？
这些问号亟待追问。

警钟长鸣，方能行稳致远。此
事再次警示各景区：在投资建设游
乐设施时，不可盲目打造“刺激招
牌”而忽略安全风险。已上马的景
区游乐项目，尤其是玻璃栈道等新
业态应时时处处坚守安全底线，绝
不能随意开口子、留空当。

安全是个“易碎品”，需要各方
精心呵护。近年来，新的游乐项目
层出不穷，一些景区的游乐设施“带
病”上马运营，相关安全事故时有发
生。对此，各地相关部门应举一反
三，深刻汲取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
严格监管措施，加大对违法违规行
为的惩处力度。建立完善指导服务
机制，督促引导各景区认真履行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定期对各类游乐
设施进行检测、检修和维护，从项目
立项审批，到日常运营维保，再到应
急处置，堵住每一个环节的安全漏
洞。同时，加强对景区经营者和从
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引导他们树牢

“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坚决摒弃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短视行为，
扎紧游乐设施安全口子，确保“万无
一失”。

此外，国务院考核巡查组专家

表示：“新兴游乐设施仍待填补标准
规范空白，景区经营方不能一心打
造‘刺激招牌’而忽略安全风险。”各
地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齐心协力解决好标准从无到有
的问题，把标准立在前面，为新业态
旅游项目健康发展系好“安全带”。
在此基础上，还应考虑到新生事物
是动态发展变化的，一套标准不可
能管一辈子。要着力解决安全标准
从有到优的问题，针对新问题、新风
险动态丰富内容。通过持续补充优
化，下好安全生产“先手棋”，夯实防
范风险坚固屏障。

2025 年即将到来，节日气氛越
来越浓，假期旅游市场的热度明显
上升，不管是国内游还是入境游，旅
游产品预订量都明显上涨。数据显
示，2025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4 日，入
境游订单同比去年增长超1.5倍。

越是旅游形势向好，越要保持
确保安全的理性与冷静，越要把风
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将隐患消
灭在事故前面。各景区都应扎实做
好前瞻性研判，提前部署应对措施，
扎实开展各类游乐设施隐患排查和
维护保养，切实将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的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确保有“景”无险，让游客乘兴而来、
满意而归。

越是旅游形势向好
越要守住安全底线

中国青年报：
药品说明书
为何不能“落落大方”

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日，记者在医
院随机采访20名患者（其中12名为老年
患者），患者们一致反映药品包装盒上生
产日期、有效期的字太浅看不清，并且药
品说明书上的字实在太小，里面大量专
业词汇让人看不懂。

药品说明书看不清，最让人担心的
是老年人的用药安全。因为很多老年人
的视力并不好，普通的字尚不能看清，更
何况是字体缩小、颜色变浅的药品说明
书。用药安全无小事。老百姓常说“是
药三分毒”，这份朴素的认知有一定的科
学性。如何让药品安全地为人所用，正
是药物研发中的重要环节。这些药物研
发工作的成果，最终落在了药品说明书
上，药品使用剂量、药品有效期、药品储
存方式等信息应该清楚展示。据了解，
相关部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药监
局已经公布了第三批药品说明书适老化
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名单。

南方都市报：
花钱买监督
可以体验不必依赖

在网上花钱购买“监督员”监督自己
学习，成了一种新兴备考辅助手段。包
括规律生活、减肥健身等需要各类“监
督”服务商品不少，价格也不尽相同，最
便宜的单日体验打卡监督只需 7元，特
聘老师全面监督一个月超1400元。

花钱雇人监督自己学习，这是件新鲜
事，也符合部分年轻人的思维与生活习
惯。从心理需求角度看，这是消费者对

“权威效应”的一种追随，因为在对“监督
员”的描述里，充满了“高分上岸的优秀师
兄师姐”“真人学霸”“211、985高材生”这
样的词句，购买者会得到一定的心理暗
示，觉得有这样“权威”的监督，能带来立
竿见影的效果。作为一项带有趣味性的
服务，“购买监督”可以当作一次体验行
为，花很少的钱来对自己的耐心与恒心进
行一下检验是可以的，聘请昂贵的“监督
员”就真的没有什么必要。所谓“一屋不
扫，何以扫天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北京晚报：
下单送娃上学
“跑腿”不能跑偏

近期，家长请跑腿小哥送孩子上学
现象引发热议。有家长认为骑手有平台
保障，让他们送孩子靠谱，也有人认为把
孩子交给陌生人不放心。据报道，多家
提供跑腿服务的平台明确回复：人不在
可配送物品范围内。

让骑手帮忙送孩子，乍看起来挺有
创意。但仔细想想，一个敢下单，一个敢
接单，家长和小哥心都够大的。家长送孩
子上学是为了安全，但无论跑腿小哥骑得
快慢，都难保不会出现紧急情况。凡此种
种，一旦有点磕碰，责任往往不好认定。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这一交易背后的法律
风险。平台已经明确，人不在可配送物品
范围内，骑手私自接单接送孩子很可能构
成非法营运。叫跑腿小哥送孩子不能提
倡，但家长送孩子的难题也应该得到重
视。近年来，不少城市因地制宜，打通了
接送孩子上学的堵点。比如，北京等地
开通“通学公交”，家长可以实时监测孩
子乘车状态。多些这样的通学方式，家
长自然不用剑走偏锋找跑腿小哥了。

央视《财经调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