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冷评

□ 戴先任

在一些高校，原本为方便师生、提高效率的

信息化手段在实际管理和运营中却出现了过度

倾向：一个个打着“智能便捷”“强制使用”“学分

挂钩”旗号的手机APP逐渐编织成一张网，将许

多大学生裹挟其中：有的粗制滥造，存在不少漏

洞；有的视学生市场为“唐僧肉”，投放各类奇葩

广告……(11月11日新华社)

一些高校强制大学生使用的 APP 越来越

多，如打热水一个 APP，发学分一个 APP，跑步

一个 APP，连无线网络一个 APP，刷网课一个

APP……这么多的 APP，让不少大学生不胜其

烦，也深受其扰。特别是把学生当成“唐僧肉”，

强制学生使用这些 APP，是出于商业牟利。对

于这些出于牟利目的的 APP，高校显然应该对

此严格把关，而不能任由粗制滥造的 APP 进入

校园，同时也要规范商家广告。而一些高校推

广一些粗制滥造的APP，强制学生安装，这就很

可能并非简单的失职，背后可能存在利益输送、

权力交易等问题。

同时也要看到，APP对于学校管理、学校教

育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比如教辅类APP如果

能得到善用，能够缓解老师工作压力，减少批改学

生作业的负担，也能改善学生的学习行为，有利于

提高教学质量。还有一些APP则能提高学校管理

效率，能让师生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方便。

对于APP进校园，就要能趋利避害，要能让

APP得到善用。首先要看到，造成校园APP乱象

的原因，首先在于目前国内对于校园APP没有统

一的内容规范与标准。对此，就需要对校园APP

进行规范管理，要建立统一的内容标准，各地教

育部门对于学校也要加强监管与监督，不能让学

校随意强制学生安装各种APP。

遏制校园 APP 继续野蛮生长，要祛除校园

APP的商业化，注重其教育性，让校园APP步入

良性发展轨道。这样才能避免智慧管理变形走

样，才能让校园APP真正服务好学生，发挥进行

学校管理与学校教学有益补充的作用，惠及广

大师生，惠及整个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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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家装合同埋“雷”
□ 杨玉龙

非常道

对自己的要求里，藏着你的人生高度

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凡是对自己有较高

要求的人，大多都过得并不太差。反而那些

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生活品质，抑或是人生

规划，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大多过得并不太

体面。放任自己随心所欲，远比要求自己精

益求精更轻松，但人生的高度会告诉我们：想

要人生有多高的高度，就要对自己有多高的

要求。 @新华网

微声音

为什么会胖？可能是小时候没睡够

我国学者开展的一项针对6到18岁儿童青

少年、随访长达十年的代谢综合征研究结果日前

发表。研究发现，儿童的肥胖和超重与睡眠密切

相关，儿童尤其是12岁以下者的睡眠时间应保持

在9小时以上；儿童、青少年时期睡眠不好，成人

后也更容易患心血管疾病。 @央视新闻

“双11”过后，别忘了对奸商秋后算账
□黄齐超

时事乱炖

资深“猫奴”徐童(化名)打算趁着

促销打折，给爱猫再囤一些猫砂。打

开日常使用的某电商 APP，搜索到之

前买过的一款进口猫砂，页面已经标

上“11·11 大放价”的字样，售价为每

袋109元。然而，今年9月28日，同样

在该电商平台购买的同款同包装猫

砂，徐童的订单记录中赫然显示:每袋

只有99元。号称“全年最低价”的“双

11”售价，竟然比平时还贵,在徐童看

来，没有经历过价格欺诈、销售陷阱

的“双 11”是不完整的。（11月 11 日

《法制日报》）

非预售商品没有日常对比，消费

者很难发现价格欺诈。可是，预售商

品如何呢？同样也存在欺诈。一些奸

商用“先涨价再降价”“虚构原价”等

策略，一些没有认真对比的消费者，

没注意价格的变动，以为在“双11”买

到了低价商品，很容易上当受骗。我

们需要诚实守信的“双11”，希望职能

部门、电商平台能履行其监管职责，

确保消费者权益。

当然，多家电商平台为维护自身

的良好形象，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制

定了苛刻的管理制度和违规处罚机

制。同时，也利用大数据技术侦测手

段，对电商价格违法行为进行跟踪监

测，严防商家钻空子。可是，仅有这

些还远远不够。首先，大数据技术侦

测、价格追踪机制看似效果不错，但

对于一些“骨灰”级商家，还存在漏

洞。其次，电商管理平台虽然监测到

了价格异常，发现了奸商的价格，但

他们往往把价格欺诈看成了不可外扬

的“家丑”，低调处罚或不处罚，这其

实是一种纵容造假。

每一年的“双11”，都是投诉的高

峰。所以，“双 11”过后，电商管理平

台不能只顾着炫耀辉煌业绩，别忘了

对奸商秋后算账。作为电商平台，

要对发现的价格欺诈行为，进行严

厉的处罚；而有些价格欺诈是消费

者发现的，消费者细心认真，发现了

价格变化的猫腻，留存截图作为证

据，投诉到工商部门。此时，工商部

门也应积极地介入，认真查处。无

论是哪种路径发现的价格欺诈，处罚

都应当阳光公开，并将奸商的欺诈所

得金额返还给消费者。

签合同当日需支付全部工程款总

额的50%，隐蔽工程验收逾时不候视为

已验收，减项超过1000元需支付该项目

预算金额3%的减项费……这些家装合

同中的条款，你在签字前仔细看过吗？

记者调查发现，让消费者签下埋着“雷”

的合同，已成为不诚信家装企业免除自

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

权利的手段之一。（11月10日新华网）

在家装合同里埋“雷”，无疑会让

消费者很受伤。而一些家装公司之所

以敢于在合同上玩猫腻，侵害消费者

权益，无外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企业

商业道德失范；二是国内尚无统一、规

范的家庭装饰装修合同；三是消费者

相关知识欠缺，尤其是法律维权意识

淡薄；四是市场监管部门的乏力，纵容

了一些家装企业的胡作非为。

家装合同是装修前业主与装修公

司签订的约束性协议，关系到装修过程

中合同双方的利益与责任。笔者以为，

面对可能出现的这些“雷”，其一，净化

市场是首要的。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尽

快建立和完善家装行业的管理规范，形

成有秩序的监管模式，更须让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家装公司为此付出应有代价。

其二，须以规范合同范本为突破

口。标准化合同有利于防患于未然，

也有助于维护双方权益。据悉，由江

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西省消保

委、江西省室内装饰协会联合制定的

《江西省家庭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示

范文本）》正在广泛征求意见中。由

主管部门、消保委、行业协会联合制

定合同示范文本，就能让消费者心里

有底，此举就值得借鉴。

其三，行业的自律是关键。家装

合同里的这些“雷”归根到底都是家

装企业精打细算乃至于歪门心思设定

的，这些“雷”的威力，家装企业心里

必然门清。不过，家装企业再聪明，

也不应忘了不能做“一锤子买卖”。

即便有的消费者是“哑巴吃黄连”，但

是企业丢了口碑、失去了诚信，依旧

难发大财。故此，家装企业须牢记消

费者才是衣食父母。

校园APP
要祛商业化重教育性

小心“地雷”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