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十一”过后，一些消费者沉浸于快乐拆箱的同时，也遭遇了卖
家各种疯狂“求好评”——

面对“讨好”您会欣然接受吗
本报记者 李婉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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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上移动电源，围巾、外套就变成“行走的电热毯”——

电热服装火了，约不约？
本报记者 刘冰祎 马玉梅 摄影报道

天气转冷，各种御寒“神器”
又到了销售旺季，其中，电热服
装吸引了不少人。只要连上移动
电源，这些围巾、外套、马甲就开
始发热，成了“行走的电热毯”，
给人带来温暖的同时，也存在着
使用不便、发热不均等问题。一
些市民觉得，电热服装很实用，
也有人认为，目前电热服装的

“噱头”大于其实用性。

“行走的电热毯”

前几天，市民朱女士给母亲
选购服装时，被网上的一款智能
发热外套吸引。这款外套里自带

“发热片”，能连接移动电源，通
电几秒后外套就变热了。

朱女士的母亲平时特别怕
冷。一到冬天，朱女士就对各种

“御寒神器”格外留心。客服说，
这款外套有电热内胆，采用“碳
纤维发热材料”，衣服内置导线，
连接充电宝后就能发热，温度在
30℃到 50℃之间。尽管对“高科
技”不太懂，但听了客服的介绍，
朱女士还是趁着优惠下单了一
件智能发热外套。

据悉，智能发热服装的关键
部位是电能发热片，一般采用碳

纤维或石墨烯材料制作，优点是
能发热的同时还能随意弯折，比
较柔软轻薄。智能发热服装内置
导线，口袋里留有接口。将接口
连接移动电源后，发热片就开始
加热了，电压通常在 5伏左右，
最高不超过 12伏，人体使用比
较安全。衣服上一般还有控温按
钮，有的甚至能连接蓝牙，用手
机调控温度。

线上多样线下难寻

对不少怕冷的人来说，冬天
就算穿上厚厚的羽绒服，也常感
觉身上凉飕飕的。因此，大部分
电热服装都将发热的重点部位
放在了脖子、后背、肩膀、腹部等
大家普遍怕冷的部位。

记者上网查询发现，网购平
台上，电热服装主要分为围脖、
马甲、内衣、外套、裤子等，种类
比较齐全。这类服装并非整体发
热，发热面积取决于发热片的放
置位置和数量。内置发热片越
多，发热面积越大，一般发热时
长可维持在 3小时至 5小时。在
一款销量 3000多件的电热棉服
链接中，记者发现下单者有不少
是需要长时间户外活动的人。

记者走访了市区一些服装
店，发现这些店主要售卖普通保
暖服饰，没有销售电热服装。一
家服装店店员表示，去年，店里
曾销售过电热服装，多为年轻人
购买。“年轻人比较时尚，乐意尝
试这种新鲜的东西。一些老年人
虽然也对这样的衣服感兴趣，但
还是会担心清洗问题，而且随时
带着沉重的充电宝对他们来说
也很不方便。尽管老年人普遍比

年轻人怕冷，但购买这类服装的
老人却很少。”这名店员说。

市民看法褒贬不一

市民张先生工作时要长时
间待在户外。去年，他买了一件
电热马甲，让他直呼“物超所
值”。“就像贴着暖宝宝一样，确
实暖和多了。今年我还打算买一
件电热棉服。”张先生说。

市民孙女士前段时间买了
一条电热围脖。“虽然围脖很轻，
但我使用时还得把半斤重的充
电宝挂在脖子上。我颈椎本来就
不太好，本想着暖和暖和缓解不
适，结果反而加重了脖子的负
担。”孙女士忍不住抱怨。

采访中记者发现，电热服装
的实用性众说纷纭，有人直呼这
是“御寒神器”，也有人认为电热
服装的“噱头”大于实用性。在众
多观点中，电热服装必须连接移
动电源是不少市民吐槽的焦点。

“想要衣服发热久，就得带
着更沉的移动电源。我真不知道
身上的汗是衣服发热带来的，还
是累出来的。另外，真正发热的
地方只有那一小块，别的地方还
是凉飕飕的。一些衣服没有‘3C’
认证标志，让人担心。”市民刘先
生说，“尽管客服声称可水洗，但
经常水洗多少还是会影响衣服
内导线的使用寿命。”

有业内人士曾表示，目前，
电热服装确实还有许多进步空
间。未来，如果能有更加迷你便
携的大容量移动电源出现，不用
再随身携带又大又重的充电宝，
加大发热部位、做好防水设计
等，电热服装应该会更受欢迎。

“双十一”购物节的热潮刚
过，家住沧州市区的杨女士满心
期待着她购买的商品，然而，快
递包裹还未来得及拆封，商家的

“求好评”电话就接二连三，让她
很是烦恼。

一天5个“讨好”电话

前不久，市民杨女士趁着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在各大电
商平台上疯狂“剁手”，买了不少
心仪好物。随后的日子里，快递
包裹纷纷到来。

近日，杨女士由于工作比较
忙，常常加班。每当她下班后，快
递站早已关门，那些网购的商品
只能暂存在那。

一天下班后，杨女士在回家
途中突然接到陌生电话。电话里，
商家客服用甜美的声音说道：“您
购买的商品物流显示已签收好几
天了，要是对衣服满意的话，请给
个好评呦。”然而，杨女士表示自
己还没有取件，便拒绝了对方的
要求。第二天，杨女士又接到来自
不同商家的“求好评”电话。“甚至
我在午休时也被打扰，这让我很生
气，真想给差评。”杨女士说，算了
算，这一天一共接了5个来自不同
商家的“求好评”电话。

市民小王也有着相同的遭遇。
小王告诉记者，商家除了打电话轰
炸外，她一打开网购平台就会收到
不少商家的私信（右上图），几乎都
是索要5星好评，真让人头疼。

在网购平台，商家“求好评”

的套路不断刷新。记者了解到，
除电话骚扰、私信轰炸外，还采
用红包诱惑、赠送优惠券、返现
等形式。

此外，还有商家和消费者打
起了“亲情牌”。近日，市民小李
购买了一套家居用品，商家则在
短信中苦苦哀求道，月底冲刺业
绩，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他就差
小李这一单好评，不然会被辞
退，求她帮帮忙给个好评。

“求好评”席卷多个行业

网购“求好评”未平，就餐住

宿又起，各行业纷纷“卷”入其
中。

近日，家住沧州市运河区的
王先生说，他在一家火锅店用餐
后，正准备结账离开时，店员满
脸笑容地迎上来说：“如果您对
今天这顿火锅满意的话，是否可
以给我们店在下单平台上一个
5星好评，我会为每一位给出好
评的顾客送上一份特色手工小
吃。”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其实觉
得这家火锅店味道一般，但是面
对店员如此热情服务，便给了好
评。

在 沧 州 市 区 的 一 些 美 发

店，“求好评”的现象也颇为常
见。市民小郭告诉记者，几天
前，她在市区新华路的一家理
发店烫完头发，还未来得及仔
细欣赏自己的新发型，店员就
满脸殷勤地凑了过来，夸赞她
的发型好看，说完便询问小郭
是否能在网络平台上给他们写
个好评。店员还强调，只要顾客
给了好评，他们就赠送一个精
美水杯。

小郭本想在接下来几天里
看看效果再做评价，但她禁不住
店员的软磨硬泡便答应了。店员
甚至拿起小郭的手机，开始自行

编辑起好评内容。这一刻小郭才
明白，原来平台上的好评都出自
店员之手。

合理沟通切勿诱导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
市民网购前，习惯性地会将商品
或店铺的好评作为参考依据，丰
富优质的好评往往会让他们对
商品和店铺产生初步的信任感，
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其购买。随着
商家“求好评”现象愈发普遍，一
些市民也开始担忧这些好评的
真实性与可靠性。

也有部分市民对商家“求好
评”表示理解。“现在做生意竞争
太激烈，只要商家‘求好评’方式
不强求，商品质量能过关，给予
好评也不失为一种对商家的助
力。”市民林先生说。

对此，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吉仓表示，根据相关规
定，经营者以返现、红包、卡券等
方式利诱用户作出指定好评、点
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属于
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果只是正常
询问消费者体验感受、礼貌地请
求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给予评
价，这是合理的。

如果消费者遇到“求好评”
的烦扰，可以和商家沟通，表明
自己的态度，希望商家停止这种
不当行为，或向平台投诉，平台
会按照规则处理商家。另外，消
费者也可向监管部门举报商家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市民购买的电热围脖市民购买的电热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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