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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如果无法帮助消费者黑了头发，至少别黑了心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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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评论员 韩静

近日，有媒体报道，上海的童先
生通过铁路 12306软件购买了 9 月
16日从上海到常熟、9月 17日从常
熟到上海的往返高铁票。受台风

“贝碧嘉”影响，去程列车停运。在
办理退票时，童先生发现 9月 17日
常熟至上海的返程高铁票被收取
了每张票 4 元的退票费。对此，
12306的工作人员回复称，他购买的
返程票不符合“24小时内联程票”规
定，因此要收取退票费。（9月22日
央广网）

因个人原因，收取退改签费可
以理解，但因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
导致车次延误或取消，还向旅客收

取手续费，这真的合理吗？
此事件最大的争议，在于联程

票和往返票的退费规则上。按一般
理解，童先生所购车票相互关联，既
然去程受台风影响被取消，那么返
程票自然也得退，处理方式应该对
等——全部免收手续费。可问题
是，12306 将相互关联的车次，拆解
成了独立两趟。

按照12306方面的说法，旅客下
午乘高铁1点多到常熟，次日下午4
点多从常熟返回上海，这超过了24
小时，不能按联程票免费退票。看
似合理，实际却存在问题。

一方面，对于联程票情况，需有
明确界定。童先生提供的 12306 短
信截图显示：已购联程车票，请在联
程车票开车前自行登录 12306 网站
（含 12306 移动端）与 G8282 次和
D9562 次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
均不收取退票费。写得清清楚楚，
为何又矢口否认？买时一块买，退
时分开算，能说得过去吗？

另一方面，严格执行规定，也需
精细化调整。依照相关规定，联程
票接续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遇
到像台风天气这种特殊情况，执行
起来未必非要“雷打不动”。诸如延
长联程票接续时间、放宽退改票时
间等人性化服务举措，才是提升旅
客体验，彰显有关部门责任和担当
的应有之义。

退票规则应纳入往返票，不能
让消费者白白吃“亏”。因不可抗
力取消车次，不是铁路的责任，更
不是旅客的责任。且不论是否应
该适当补偿旅客，单是这笔手续
费，就不必收不该收，遑论争议的
源头在于 12306 方面的“前言不搭
后语”。

我国铁路运输是与广大人民群
众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市场规律
要尊重，但公益性不能放弃；利益可
兼顾，但制度也得进一步完善。

费用怎么算，人们说了算。望
能深刻反思，不让风雨再“添堵”。

近年来，一些宣称源于自
然、草本萃取、无副作用、能促
使头发“白转黑”的发用产品销
售十分火爆，迎合了许多消费
者 崇 尚 自 然 、追 求 健 康 的 心
理。而检测表明，这些产品中
实现“白转黑”的有效成分，其
实是化学物质硝酸银，会对人
体造成伤害。据了解，目前在
行业内，短时间内促进白发自然
转黑的化妆品根本不存在。（9月
23日央视网）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头生
白发，往往给人“人将迟暮”的感
觉。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尝试
通过各种方式“留住”黑发，甚至
希望能让白发“返黑”。

有市场就有需求。为了迎
合消费者需求，企业便研发生产
各类促使头发“白转黑”的发用
产品。面对“保持秀发不再返
白”“源于自然、草本萃取、无副
作用”的诱惑，很多被白发问题
困扰的人群，自然会被商家宣传
吸引。可当这些人相信且为之
消费时，便可能离受骗只有咫尺
之遥。

科学检测表明，这些产品中
实现“白转黑”的有效成分，实则
是化学物质硝酸银，而非天然草
本植物精华。而硝酸银对人体
具有造成严重眼损伤、引起呼吸
道刺激等风险，后果不容忽视。
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也

明确规定，禁止在染发剂产品中
使用硝酸银。

这些“白转黑”发用产品，有
效成分明明是化学物质硝酸银，
商家却把它描绘成草本萃取的
多种植物精华，显然已经涉嫌虚
假宣传。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
权益，也让真正致力于研发安
全、有效发用产品的企业蒙受

“不白之冤”。
当产品宣传与法律相抵牾，

这样的产品宣传就该消失；当产
品宣传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监管部门就有责任站出来维持
正义。

当然，被白发问题困扰的人

群，无需紧张也不必过度焦虑，
头发由黑变白是人类生长的自
然规律，可遵循“非必要不染发”
的原则。如果确需染发，一定要
在正规销售渠道，购买合格产
品。同时，消费者也要提高信息
辨别能力，避免被虚假产品宣传
蒙蔽双眼。

相关企业应当具备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以及严谨的科研态
度，创造出既安全又有效的产
品，而非仅为了迎合市场需求，
不惜牺牲消费者的健康和安
全。如果无法帮助消费者黑了
头发，至少别黑了心。
评论员 任思凝

上游新闻：
一张CT片套多个病历骗保
医者不能沦为“尊者”

据央广网报道，无锡虹桥医院放射
影像科医生实名反映，从去年开始，医院
系统内出现了一些根本没在他们科室做
过影像检查的患者病历，这些病历都出
自无权限医生之手，且都无影像编号。
该名医生怀疑医院涉嫌伪造病历骗取医
疗保险。

一张CT片套多个病历，这不禁让人
想起此前大热电影《周处除三害》中“尊
者”利用同一张CT片欺骗患者的桥段。
从“有诊断无影像和影像号”，到举报后
出现影像，却有多名患者和他人影像高
度相似，再到影像、病历无法查看，到底
是谁在暗中操作？还望能尽快查明真
相，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对相关违法行为
严惩不贷。对于花样百出的骗保手段，
一方面要加大惩处力度，释放出绝不姑
息的信号，形成高压震慑，倒逼从业者自
律；另一方面，要健全医保基金监管制度
体系，构建起更加公正透明、高效运转的
医保系统，从源头上杜绝骗保的顽疾。

北京青年报：
酒店客房货不对板
别让“美丽谎言”得逞

据《法治日报》报道，济南王女士在
某小程序上对比不少威海的酒店后，被
某酒店宣传图片吸引，并预订该酒店。
但入住时才发现，原房间实际却十分狭
小，而且设施陈旧。记者调查发现，很多
消费者都有和王女士类似的经历。

如今，游客预订酒店，主要通过在线
旅游平台展示的酒店信息如设施、环境、
价格等因素来决定。令人遗憾的是，旅
游平台展示的部分酒店宣传图片“看上
去很美”，游客实际入住后会发现酒店客
房“很丑”，宣传与事实是“天壤之别”，游
客权益受到侵害。除“货不对板”外，还
存在预订酒店“不可取消”、大幅度提价
等乱象，这不仅侵害游客合法权益，也在
损害酒店业形象，不利于做大旅游市场

“蛋糕”。但无论是酒店业还是在线旅游
平台行业，都要珍惜广大游客的旅游热
情，只有经营和管理规范化，维护游客合
法权益，行业发展才能处于良性轨道。

极目新闻：
公示干部“曾用名”
用人上的一种进步

据报道，近日，江苏宜兴官方发布一
则关于 15名干部的任前公示，其中有 6
人标注有“曾用名”，引发关注。据了解，
标注干部的“曾用名”是为了让公众更了
解这些干部的情况。

标注“曾用名”不仅不是为了掩饰什
么，反而是在加大领导干部公示信息的
力度，以免在使用干部时存在灰色地
带。从这一点说，的确是用人上的一种
进步，保障了用人方面的公开、公平、公
正。在以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因为手写
或其他原因，存在身份证上姓名和现实
中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存在身份证姓名
和档案姓名不一致的情况。将“曾用名”
纳入管理，在严格审核后同时进行公示，
对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可以证
明他的身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
起到了澄清事实、消除误解的作用。如
果有人对拟提拔任用的干部信息及其他
情况存疑，可如实向相关部门反映、了
解，不必过度解读。

台风天退票收手续费
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不但无效还有害
黑发产品不容“黑心”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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