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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不可人为干预，但对机制系统自身不完善的地方，平台需积极应对、及时修改热点 话题

700多条差评仍满分
评分机制也需真实“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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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瞭望塔
□评论员 任思凝

南方都市报：
爆火的肥娟夫妇周末休息
这种任性很理性

近日，湛江遂溪一鞋店爆改“肥娟小
吃”店，因店主夫妻俩真诚的“听劝”态度
而火爆全网。1月 10日，“肥娟小吃”店
老板宣布周末休息“周一见”，再度引发
关注热潮。

前有“听得懂话”的理发师李晓华走
红网络，今有真诚听劝的“肥娟小吃”成为
网红。拥有流量，就等于拥有名和利。但
与李晓华主动拥抱“泼天流量”——连续
发布视频、受邀参加央视春晚不同的是，

“肥娟小吃”的店主夫妻却作出截然不同
的、出乎意料的选择。小吃店老板解释道:
最近到店买小吃的人太多了，他们俩挺累
的。休息期间，他们也可以沉淀下来，整理
一下自己的想法和心情，之后再重新回
归。这种休息与沉淀，应该说是一种明智
的选择。这对其他实体门店经营者是一
种启示：不要梦想一夜之间突然变网红，
前期某些铺垫必不可少；一旦成为网红
店，只有保持理性坚持个性才能长红。

北京晚报：
教改创新不应难为孩子

日前，深圳南山区的四年级数学期末
考试因太难延时 20分钟登上热搜。对
此，南山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希望通
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让学生逐步用数
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进行思考”。

整张卷36道题，阅读量大的不止一
两道，此场考试原计划90分钟，换算下来
平均两分半钟一道题。也就是说，在短
短两分半的时间内，四年级的学生需要
读题、理解、思考、计算、书写，难度可以
想见。诚如南山教育局工作人员所言，
通过考试，命题人可以倒逼学生提升阅
读理解与逻辑思维能力。但当下“双减”
还在持续推进，“平时放轻松、考试行不
通；学时一粒沙，考时撒哈拉”，变相将学
生推向课外补习，推向了“双减”的对立
面。教育当有春风化雨的细腻，试题改
革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命题人只
有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和实
际能力，确保试题难度适中，才能避免用
力过猛，反把孩子逼上书山题海。

北京青年报：
让年俗年味
与节日文化教育齐升温

春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意味
着，即将到来的农历蛇年春节，将是我们
迎来的第一个世界非遗版春节。近期，
随着年味升温，一批讲述传统节庆年俗
的图书热度走高。

与过年相伴随的年俗，向来是中国
人最讲究、最斑斓的文化习俗。从美食
到祝辞，从礼仪到民艺，年俗中寄托了亲
友团聚的美好期盼，寄予了幸福安康的
生活向往。年俗的背后，涌动的是家的
向心力、节日的向心力和文化的向心
力。让年味与节日文化教育齐升温，能
够使更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一些
了解，多一些尊重，多一些珍惜，多一些
思考。这不只是有助于增强中华儿女的
文化自信，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也能更深
切地感悟年俗的文化气息，提升过节质
量。相关部门应与社会大众双向奔赴，
适时开展节日文化教育，增加年俗年味
的成色和分量。

700 多条差评，评分仍是满
分，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
消费者质疑美团平台的评分机
制，引起了广泛关注。消费者陈
鹏（化名）介绍，他在美团预订了
一间评分为 4.9 分的宾馆，然而
入住后发现宾馆环境破旧，卫生
条件堪忧。不久，涉事宾馆评分
涨为5.0分。对此，该平台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平台上的商家评分
构成是通过多个因素计算每条评
价的权重而得，并不是算数平均
分得来的，“平台不存在任何的人
工干预，也无法手动修改评分”。

按照平台的说法，商家评分
构成是通过多个因素计算每条
评价的权重而得，并不是算数平
均分得来的。主要考虑因素为：
用户特征、评价内容质量、时间
因素和评价诚信因素。也就是
说，内容质量越好的评价计算权
重越高、评论时间越新的评价计
算权重越高、评论人的用户专业
度越高权重越高。这体现了评
价机制的综合全面，但也暴露出
好评与差评本身的相对弱化。

消费者的真实评价应与评分
体系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像上述
用户特征、评价内容质量等多是
一种参考。模糊主次，评分机制
就可能“失真”，干扰消费者判
断，给存在问题的商家打了掩
护。事件中，涉事宾馆的 700 多
条差评、多名网友质疑的记录、

被投诉还涨分的过程、在其他平
台仅3.1分的原因，都藏在了“满
分好评”的亮眼光环中。如果消
费者不细看细究，怎么会知道？
如此评分、涨分真的合理吗？

评 分 机 制 也 该 接 受“ 评
分”。毋庸置疑，评分不可人为干
预，但对机制系统自身不完善的
地方，平台需积极应对、及时修
改。口碑和信任不是凭空产生
的，商家自我“校正”的同时，平台
也须把好关，坚持以维护消费者
正当利益为根本，真正经得起全
社会的“评分”。各方合力构建客

观、真实、健康的消费点评生态，
评分体系才能回归真实。

如今，很多人不会完全相
信评分高低，而是通过用户评
价等来判断服务好坏，甚至还
会 以 图 片 视 频 来 判 断 评 价 真
假。这些行为固然是理性观念
的一种体现，但需要反思的是，
消费者谨慎小心之处，恰恰是
商家、平台以及监管应尽心尽
力守护的地方。

最显眼的综合评分，也该是
一个最真实客观的标签。
评论员 韩静

据《湖南日报》报道，近年来，一
种新型护理方式——“网约护士”悄
然兴起，患者通过手机预约，即可得
到专业护士上门提供的打针、抽血、
换尿管、换胃管等护理服务，让行动
不便的患者无需再为往返医院而奔
波。但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我国
部分地方“网约护士”的开展情况仍
略显缓慢。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护理、养老等需求真实地摆在每
个家庭面前。这也催生出更多细分
市场，“网约护士”上门服务便是其
中之一。

“网约护士”上门服务，作为一
种新兴医疗模式，得到部分患者及
其家属青睐。以往，很多老年、康复
期等行动不便患者，哪怕仅需要更
换药品、导管等简单服务，往往也只
能去医院，费时又费力；如今，“网约
护士”出现，能够上门为患者提供简
单护理服务，减少患者及其家属负
担，提高护理服务及时性、针对性，
同时也是对医疗资源的再利用，具
有巨大发展潜力。

然而，与高需求相对应的，是相
关服务人员的供给短缺。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约有
4500 万人，而持证的养老护理员只
有50万人。

实际上，“网约护士”服务早已在
多地进行探索，然而时至今日，其仍
面临“叫好不叫座”困境。究其原因，
一是，相较于医疗机构，居家护理在
无菌环境、急救装备及人员配置等方
面存有不足；二是，由于责任界定模
糊，服务期间患者若有不适，易引发

医疗争议。此外，收费标准不一、护
士与患者安全保障亦需引起重视。

要想让“网约护士”叫好又叫
座，需要制度护航。相关部门应加
强“网约护士”服务的政策扶持，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服务范畴、行
为规范及监管框架，也要加大对平
台的监管力度，定期抽检与评估，确
保合规运营，切实保障“网约护士”
与患者合法权益。同时，平台也要
明确预约流程规定，界定二者之间
责任、权利，消解医患后顾之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 2035
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
破 4 亿，65 岁以上人口的慢性病发
病率高达 89.4%，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4400万。这意味着，公众对专业
医疗护理、康复护理等需求将不断
增加，相关服务也要跟得上。

强化关爱老人行动，确保每位
老人享有基础保障，如此才能打通
养老医疗服务“最后一米”，实现老
有所养的愿景。

让“网约护士”叫好又叫座
还需制度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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