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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社创意开发工作室
服务内容：海报设计、摄影摄像服务、创意策划、新媒体账号打造、文创产品合作开发、

媒体资源整合、项目合作等。 工作室电话：15369838221

男子开“智驾”睡觉
狂飙100多公里

近日，广东一名男子在高
速上开着“智驾”睡觉，行驶一
个多小时，车程超 100公里。男
子自称“当时太困了”。交警提
醒，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不
能盲目信任、过度依赖。最终，
该驾驶员因超速行驶被记 6分
罚款 200 元，因疲劳驾驶被罚
款200元。 据@广东云浮交警

回音：血淋淋的事故唤不
醒你吗？

勇救落水女童
被奖励“免刷碗”

近日，山东聊城市民姚立
峰在望岳湖公园散步时，救了
一名落水女童。到家后，妻子看
到姚立峰浑身湿透，询问原因。
当得知丈夫勇救落水儿童后，
妻子奖励他说：“今晚不用刷碗
了！”事情在网上“曝光”，热心
网友着急追问：“能不能奖励一
年不刷碗？”最终，妻子对姚立
峰救人一事追加奖励：“今年的
碗都不用刷了！”据@澎湃新闻

回音：刷碗，是好男人的标
配！（点赞）

【事件】

近日，河间市王某的儿
子学习成绩有波动。为了谁
辅导儿子学习的问题，王某
和妻子张某产生分歧，矛盾
逐渐激化。河间市米各庄镇
调解员耐心疏导，帮助双方
达成共识：父母双方轮流辅
导孩子作业，集思广益帮助
孩子进步。

（4月10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安 妈 ：辅 导 孩 子 作
业，哪有不“疯”的！

@一 年 又 一 年 ：我 承
认，我有重度“恐辅症”！

@燕子：因为孩子的学
习问题，家长积攒了满腔的
怒火。在孩子面前，家长要
极力保持克制，有火只能冲
着配偶发，于是亲子问题便
升级为夫妻矛盾。

@深海 5870：孩子写作
业时的磨蹭、粗心和注意力
不集中，往往成为家庭矛盾
的导火索。

@巧克力：辅导孩子学
习，成为家长的新挑战。

@天空之城：近年来，
因辅导孩子作业而登上新
闻的案例，屡见不鲜。

@快乐鸟：去年辅导孩
子作业，跟孩子发了好大一
顿火，手拍到桌子上拍脱臼
了。从那以后，我就想明白
了一件事情，随他去吧，我
自己保命要紧！

@月色明朗：辅导孩子
的功课，确实是一项巨大的
挑战，家长要注意情绪管
理。

@谁和我重名：过度逼
迫孩子，只会带来痛苦和不
必要的冲突。

辅导孩子学习
引发家庭矛盾

近日，网友发视频称，一
明星男团抵达江西景德镇机
场，大批粉丝到机场接机，其
中一名粉丝向载有艺人的车
辆冲去，车头将她刮倒在地。

一段时间以来，追星闹
剧频频上演。一些疯狂的粉
丝跟踪、偷拍、骚扰明星，甚

至还追车、超车、强行变道逼
停明星。粉丝强行冲车的行
为，与勇敢、热情毫不沾边，
反倒是一种自私——为了近
距离接触偶像，置自身安全
和公共安全于不顾。

“走火入魔”的追星者，
该醒醒了。 据@红星新闻

岂能如此“追星”

别让“图文游戏”破坏网购生态
苑广阔

最近，消费者李珂在某网店
下单了“买 3送 3”的袜子套装，
但收到货后只有3双袜子。他询
问客服，客服解释，“买3送3”就
是字面意思，一共发 3双，不是
额外再赠送3双。且商品图片旁
边还有一行小字，“（品质胜过）6
双”，客服的解释是，“我们家单
只袜子很厚实，一双顶两双”。
（据4月8日《沧州晚报》12版）

商家玩弄文字游戏的本质，
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实施“精准欺
诈”。在虚拟交易环境中，消费者
只能依靠商家提供的图文信息
判断商品属性。某些商家正是抓
住这一特点，通过模糊表述、关
键信息字号微小化等手段，制造
认知偏差。这种行径已超出合理
营销范畴，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前法
律惩戒与平台监管尚未形成更
加有效的震慑。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小额商品欺诈最高赔偿
仅500元，相较于商家的不当得
利可谓九牛一毛。某电商平台数
据显示，2022年涉及“图文不符”

的投诉中，83%的涉案金额不足
50 元。违法成本与收益的严重
失衡，使得“套路营销”几乎成为
部分商家的常规操作。更值得警
惕的是，这种“蚊子肉也是肉”的
欺诈逻辑，正在形成劣币驱逐良
币的恶性循环。

信任是电子商务的一大核
心竞争力。中国互联网协会调查
显示，遭遇过“图文陷阱”的消费
者中，62%表示将减少平台消费
频次，18%选择彻底放弃网购。
这种信任损耗带来的负面体验
可能会通过社交网络辐射影响
更多人，不得不引起重视。

治理网购中的“图文陷阱”，
需构建全链条防护网。可以通过

法律修改完善，对商品关键信息
的文字字号做出明确要求；执法
部门可对“买×送×”等易歧义
表述制定强制标注的解释条款；
平台方要升级审核算法，对主图
与详情页实施动态监测，将“小
字免责”纳入违规关键词库，建
立“欺诈商家黑名单”共享机制，
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数以亿计的消费者不该成
为网购的“人肉测谎仪”。从“货
真价实”的千年商训到“无信任
不电商”的现代准则，诚信始终
是商业文明的底线。唯有让每个

“买3送3”的承诺都经得起放大
镜检验，才能守护好数字经济最
宝贵的信任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