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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仅为策略，品质方为核心。若怀真诚之心，践行诚信之道，自然会获得利益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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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据上游新闻报道，近日，有游
客发帖称，在陕西咸阳网红村袁
家村中，有商户门上挂着承诺招
牌，称可追踪供应链、不掺假等，
如果做不到，“甘愿子孙受穷”“甘
愿遭天地共谴”“甘愿后辈远离仕
途坠入乞门”等，引发热议。3月
12日，袁家村村委会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这些承诺招牌都是商户
自发制作的。

商户为了招揽生意，自我标
榜诚信，对店内食品原料、制作工
艺等作出质量承诺，本无可厚
非。然而，以“甘愿子孙受穷”“甘
愿后辈远离仕途坠入乞门”等“发
毒誓”招牌证明诚信，博得消费者
信任，并不可取。试想，若是商户
出售与实际质量不符的商品，哪
位消费者又真的会逼迫其兑现

“子孙受穷”“遭天地共谴”等承
诺？这种无实质性惩罚的行为，
又怎能伤商户分毫？

或许，部分商户采用“发毒
誓”招牌，是为了自证，但大多数
商户所谓的“发毒誓”，则是为了
引诱消费者消费。只不过，若
是商户“发毒誓”有效，若是商
品质量、安全与消费者权益靠

“发毒誓”来保证，那法律、监管
意义何在？

本质上，“发毒誓”承诺招牌，
传递出的信息是，商户的商品是
值得信赖的。然而，这种招牌仅
仅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先不论
商品质量，仅从“发毒誓”招牌的
绝对化断言、承诺、保证来看，就

存在问题——有变相使用绝对化
用语之嫌。这与《广告法》第九条
禁止使用顶级用语或绝对化用语
的要求相悖。更何况，部分商家
的“发毒誓”招牌与实际商品质量
并不符，有凭空捏造、夸大其词等
成分，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选
择权。

更深层面上，“发毒誓”招
牌也暴露出食品安全问题仍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以及商户在
建 立 信 誉 过 程 中 的 无 奈 与 困
境。诚信，本应是商户最基本
经营原则。然而，由于种种原
因，如食品安全问题隐忧、市场
监管疏漏、行业竞争激烈等，导
致部分商户不得不采取极端手
段来证明诚信。

尽管商户“发毒誓”行为难
以赢得大多数消费者信任，但此
类营销手段绝不应被市场所容
忍。基于此，有关部门要加大对

“发毒誓”招牌的审核和监管力
度，以及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商
户采取更加科学、理性的方式树
立信誉。例如，加强产品质量控
制、提高服务水平等，以此来提
升消费者满意度和信任度。消
费者也要多一分理性，少一分盲
信，切勿被“发毒誓”招牌误导。

营销仅为策略，品质方为核
心。商户若怀真诚之心，践行
诚信之道，自然会获得利益。
以“发毒誓”招牌吸引消费者，
实属不必。
评论员 任思凝

如果做不到，“甘愿子孙受穷”
“发毒誓”招牌不可轻信

“大学花近2亿买房做宿舍”
值得推广吗？

瞭望塔
□评论员 韩静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湖
北大学阳逻校区计划斥资近 2亿元
购买商品房当学生宿舍引发关注。
这是公开报道中，国内高校通过“以
购代建”方式解决学生宿舍缺口问题
的首个案例。此事引发广泛讨论。

多数观点认为，“以购代建”应
被视为校企合作的多赢模式：既解
决高校的宿舍缺口，又缓解房企去
库存的压力，也能为学生提供更好
的住宿环境。的确，近年来，随着高
校扩招，有的高校没有可开发的土

地，新征地也困难，达不到自建条
件，而校园附近恰有大批存量商品
房。评估下来，既符合需求，又价格
合适。那么，得到相关部门认可后，
高校可以将商品房购买下来，改造
为学生宿舍。

国家发展改革委层面，也鼓
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学校周边
的 人 才 公 寓 、商 住 楼 等 社 会 用
房，补充宿舍资源，并按照校内
同等标准，加强配套服务管理。
地方层面，广东等一些省份也允
许高校购买社会用房，缓解宿舍
紧缺状况。

当然，考虑到具体情况，应保持
一定谨慎。例如，购买商品房的资
金是否充足？如何进行宿舍改造？
未来适龄学生减少，院校或将面临
生源危机，能否承担并及时应对？
无论如何，高校须具有足够的前瞻

性，慎重考虑、精准估算，避免购置
过少还是有宿舍缺口，太多又势必
导致资源闲置等问题。

此外，像湖北大学这样的公立
高校，有必要公布资金来源和具体
使用情况，满足公众知情权。依照
相关规定，应加强高校债务风险动
态监控，指导高校科学规范借贷用
贷，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确保
按期还贷，避免过度举债建设，严防
债务风险。

前段时间，多所高校明确提及
“不为部分研究生提供住宿”，引发
热议。解决高校宿舍短缺问题，还
需要多措并举，需要政府、企业、社
会多方积极参与，结合实际，探索多
元化解决方案。

让学生住得好，不只硬件要跟
上，方方面面也要不出疏漏，才能守
护校园安全和教育净土。

红星新闻：
商场“父婴室”引热议
父亲本就不该置身“室”外

近日，深圳一商场里出现的新设
施——父婴室，引发网友热议。据报道，
一家购物中心在母婴室旁，另辟了一间，门
上醒目标识“超级奶爸区”，室内配备了冷
热水、加热湿巾、奶粉冲泡区和放置台等。

母婴室常见，父婴室的“创新设置”，
让很多网友大呼贴心、人性化。在此之
外，从这一小间的设置，也可看到性别分
工、育儿责任分担等社会观念的改变。
显然，父婴室是应需而生的，这个“新情
况”的出现，反映着育儿责任分担更均衡
的新变化。在形而下，是给了奶爸们一
个用武之地；在形而上，则像是一个提
醒：照顾婴儿，父亲不该置身“室”外。父
婴室虽小，却是社会观念进步的标志牌，
不仅是公共服务人性化的提升，更体现
着打破传统性别分工、推动育儿责任分
担，进而构建婚育友好社会的愿景。于
男性而言，也应该看到其传递出的提醒
与鼓励：多带娃，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和
父亲。

北京青年报：
情绪消费
需要掌稳理性方向舵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桌上整齐
排列着盲盒公仔，柜子里陈列着从网红小
店带回的手作……当今市场，很多年轻人
不再只关注产品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商品
与自己情感连接与体验的深度，情绪价值
正成为他们买单的重要驱动力。

所谓情绪消费，是指通过购买能带
来情绪价值的商品或服务，满足自己情
绪需求的消费行为。从“好运连连”的水
培四叶草、写着福字的彩色键盘贴画，到

“爱因斯坦的脑子”“莫生气戒尺”等虚拟
商品，再到“社交+消费”模式的沉浸式体
验，近些年情绪消费品一路走俏。然而，
有的消费者只顾一时冲动为情绪买单而
不量力消费，有的商家还通过社区“种
草”、推荐算法等网络行为精准拿捏消费
者……确保情绪消费行稳致远，需要掌
稳理性“方向舵”。只有理性的“方向舵”
校准感性风帆，情绪消费这艘巨轮才能
驶向更开阔的价值蓝海。

澎湃新闻：
未成年人文身
危害远不止“洗不掉”

据《法治日报》报道，14 岁少女花
150元文身，经鉴定清洗竟需8次激光治
疗，费用高达 76万余元。女孩母亲将文
身店告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文身店主
担责60%，先支付一次清洗费9.6万元。

未成年人文身，不仅容易带来感染
等身体伤害，也容易导致其未来求学、就
业、参军等道路受阻。而一些未成年人
出于好奇、跟风或追求个性等心理，容易
在冲动之下文身。一些商家为了牟利，
不仅对未成年人“来者不拒”，甚至主动
引诱、教唆其文身。对此，2022 年 6 月，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
这一规定弥补了监管空白，有利于规范
和约束商家的经营行为。当然，未成年
人文身，危害远不止“洗不掉”，保护每一
个未成年人远离文身，需要立法、司法、
行政等部门协同发力，也需要学校、家庭
给予孩子更多关注和引导。

村民制作的承诺招牌 上游新闻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