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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沧州不少餐饮店都推行扫码点餐，可本应提供便利的扫码，有时却让消费过程
变得更麻烦——

扫码点餐，“省事”为啥变“费事”
本报记者 孙亮 摄影报道

不论是走进商场还是逛逛
街面，市民们发现实行扫码点餐
的餐饮店铺越来越多。点餐二维
码张贴在多家店面的明显位置，
伴有“扫码免排队”“扫码点餐更
快捷”等宣传标语。服务员引导
顾客落座后，也总是跟上一句，

“扫桌上的二维码点餐”。

扫码点餐耗时间
老人觉得不习惯
9月 8日上午，年过七旬的

何女士带着外孙到位于市区海
河路的吾悦广场玩儿。中午时
间，祖孙俩来到广场四楼吃饭。
走进一家火锅店后，店员热情地
招呼他们坐下，并提醒何女士扫
桌角的二维码点餐。“我能直接
到前台点吗，手机快没电了！”见
何女士这样说，店员表示他们店
都是扫码点餐，可以提供充电
宝。何女士只好扫码后按照提示
操作。由于对点餐的小程序不熟
悉，她几次退出后又重新选择，
用了20多分钟才点好餐。

即使是对手机操作熟练的
年轻人，“纯线上”有时也会带来
不便。前一段时间，市民刘先生
到市区曙光路的一家快餐店吃
饭。当时已经是晚上 9点多，前
台并没有顾客，但店员依然要求

他扫码点餐，且需要下载App。
刘先生觉得太麻烦，想直接点
餐。店员委婉地表示，他们有推
销 App 的任务，希望能配合一
下。刘先生没再多说，下载App
并购买了两款小吃。10 多分钟
后，小吃做好了，店员打包时又
称“这个有点辣”。“App上没有
注明小吃是辣的，我平时很少吃
辣，但也不能退了。”陈先生无奈
地说。

“前台不给顾客点餐，问就
是扫码线上点。”记者走访发现，
一些餐饮店铺已经取消了专门

负责点餐的员工，用形形色色的
二维码将顾客“赶到”了线上。

扫码点餐能优惠
输入信息才有券
前几天，李女士来到市区一

家商场的奶茶店内，一名顾客正
在使用手机点餐。“您点了吗？”
店员问到。李女士称要一个冰淇
淋，对方仍推荐扫码点餐。李女
士称手机没电了，需要人工下
单，店员这才走到收银台边，操
作屏幕帮忙点餐。

“如果排队的顾客多，扫码
点餐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经常
看到只有一两个人，也要求线上
点。”市民马女士告诉记者，能领
券，有优惠，这是店员向顾客推
荐扫码点餐时常用的理由，但有
时也需要消费者提供姓名、手
机号码等超出点餐范围的需
求。在颐和文园小区附近的一
家甜品店，店员称如果扫码点
餐，购买招牌蛋糕可以减 10元，
人工点餐是没有这项优惠的。
记者扫码发现，领取优惠券需
要输入姓名、性别、生日、手机
号等信息。

9月 7日，市民吴先生带着
孩子路过市区泰和商业广场的
一家冷饮店时，看到海报宣传冰
淇淋“买一送一”，原以为直接买
了就送，进门询问才知需要到系
统中领取优惠券。见吴先生操作
不熟，店员热情地表示“我帮您
吧”，接过手机点了一通。“过了
两天我才发现，除了帮忙领券，
店员还把我加到了微信会员
群。”吴先生说。

扫码点餐应自愿
“两手准备”受好评

虽然不少店铺都在推行扫
码点餐，但也有一些店铺做了

“两手准备”。在华北商厦新华路
店 7楼的一家快餐店外，一名店
员向来往的顾客发着纸质菜单。
两位老人边看菜单边询问，店员
在旁边耐心介绍着。“您跟我来，
我帮您点吧。”店员引导老人进
店并对着屏幕为老人下单，没有
要求他们去桌边“扫二维码”。这
名店员表示，一般老年人来店里
消费，他们都会帮助对方点餐，
因为有时候手机扫码点餐会更
麻烦。

美团外卖平台的客服人员
告诉记者，扫码最主要是可以

“省人工”。当下单越来越多成为
顾客自助行为，以往店员的介
绍、沟通、等候等环节可以一并
省去。在不少规模相对较小的店
铺，设置几个流水线般的出餐窗
口即可，人工成本压缩到最低。
与此同时，一次次的扫码行为，
也让商家直接获得了消费者信
息，以及未来的潜在流量。

“提供扫码消费服务的小程
序，在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前应
当以弹窗或其他显著方式向消
费者提示隐私政策；不得默认勾
选同意或仅提供同意选项。”我
市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表
示，店铺不应强制消费者扫码消
费，而消费者在进行扫码消费
时，应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昨天，市民王女士带着 14
岁的女儿来到沧州中西医结合
医院心理失眠门诊。“已经开学
一段时间了，但她仍然不想去上
学，这可怎么办啊？”王女士满脸
焦急。随后，医生针对女孩的精
神状态确定了下一步治疗计划。

据了解，开学前后，医院心
理失眠门诊的接诊量有所增多，
其中因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出
现厌学的青少年占半数。

压力过大
女孩不愿上学
前几天，市民王女士带着

14岁的女儿晓丽（化名）走进了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心理失眠
门诊。晓丽是心理失眠门诊的老
病号了。科室主任韩庆林发现，
她左臂上的伤痕又多了几道。今
年年初，晓丽正上初三。由于压
力较大，她患上抑郁症，导致无
法上学。晓丽说，她想考取心仪
的高中，但又怕自己做不到，让
爸爸妈妈失望。她学习的时候无
法集中精力，有时候心慌气短，
晚上失眠。心里难受的时候，晓
丽会趁家人不注意用小刀划伤
手臂。她的家长这才发现问题的
严重性。那段时间，晓丽的成绩
直线下滑。长期下来，晓丽的精
神状态出了问题，只能休学治
病。

在韩庆林的疏导下，晓丽的

妈妈王女士也发现自己的问题。
从小到大，王女士对女儿的要求
极高，什么事都尽量要求女儿做
到最好。晓丽也都乖乖照做，成
绩一直名列前茅。随着学业的增
大，晓丽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
对妈妈的愧疚感增强，最终导致
精神崩溃。

半年多来，晓丽一直休学，
新学期马上开始了，王女士希望
女儿能正常走进学校。每次和女
儿说起此事，她仍感到反感。为
了让晓丽能继续学习，韩庆林建

议，让晓丽先到一个人少的培训
机构学习，等适应一段时间再到
校园学习。

休学一年
男孩无法复学
记者了解到，开学前后，前

来心理失眠门诊就诊的青少年
患者增多。其中，多是之前休学
在家，面临开学时，他们再次出
现紧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家长急着让孩子复学，但孩子的

心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近日，15 岁的小宾（化名）

由爸爸带着来到诊室门口。候诊
时，小宾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一直
抱着手机玩游戏。孩子的爸爸告
诉医生，小宾已经休学一年，在
家无所事事，除了吃饭睡觉就是
玩手机。为此，他和妻子没少和
小宾发生争吵。后来，经过诊断，
才知道孩子患上心理疾病，无法
走进学校。

失眠心理科心理治疗师李
书迪为小宾进行了心理疏导。同

时，李书迪在与家长沟通时得
知，小宾这种情况与家人长期不
在身边陪伴有一定关系。小宾没
有朋友，没有社交，唯一的爱好
就是玩手机。如果让小宾复学，
家长要陪伴孩子度过这段漫长
而艰难的过程。

“抱团取暖”
让学生重视自己
“之前我们注重个体治疗，

今年，针对休学的孩子，专门推
出了‘青少年复学团体’治疗的
方案。”韩庆林说，每次团体活动
开始之前，他们会向社会招募有
需要的青少年参与。今年已经连
续推出了两期治疗，效果显著，
已有一半的青少年通过“团体治
疗”重返校园。

韩庆林提醒，除了开学前
后，每学期开学后半个月到一个
月之间，也是青少年产生心理问
题的小高峰。尤其是学生步入新
的环境，面对新老师新同学，不
太擅长人际交往的学生容易出
现厌学的情况。这时候，家长要
学会识别这些情绪。有些小情绪
通过家长的疏导，孩子能慢慢化
解，而孩子一旦出现烦躁不安、
失眠、哭泣等严重的症状，应到
专业机构进行心理治疗。同时，
在新学期开始时，家长要与孩子
平等沟通、增加运动量，陪伴孩
子平稳度过厌学这道关。

开学了！可这些学生却没有返校，而是走进心理门诊——

他们为啥不愿上学了
本报记者 姚连红

心理医生正在对患者进行沙盘治疗

很多店铺内都张贴着点餐二维码很多店铺内都张贴着点餐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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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领域小区，93平方米，20楼，南北
通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5383871473售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