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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自动续费”的坑该填平了
□ 黄齐超

南宁的陈先生在电视上开通了

一个 15 元包月的 VIP 影视会员。开

通时，他并没有留意到这个套餐有自

动续费的提示。直到第二个月交电

话费时，陈先生发现莫名其妙多扣了

一笔钱。他联系手机运营商的客服，

经查询才发现是这个视频套餐仍在

收费。让陈先生哭笑不得的是，在取

消续费时，订单信息显示，连续包月

的有效期到 2099 年 12 月 31 日。“还

好我发现得早，不然79年之后都不在

人世了，这笔钱还得交。”（8月 13日

《中国青年报》）

或许有人会说，服务商也提示陈

先生了，但陈先生没有留意自动续费

的提示，只能怪陈先生自己没细心。

其实，只要是经常使用智能手机的

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下载一

款 APP，或者开通一项收费服务时，

只有不停地点“同意”，才能畅通无

阻地使用。如果运营商不刻意提醒，

鲜有人关注到“同意”的具体内容，

大家都惯性地认为，这是在走程序。

自动续费的套路被频频曝光，消

费者投诉越来越多，它犹如过街之

鼠，遭受到公众的口诛笔伐。现在，

大多数知名的网络商家、APP 都规范

起来，取消自动续费默认功能。可

是，依然有一些规模小的网络服务商

存在侥幸心理，仍在耍“小聪明”，套

路消费者。

包月自动续费依然存在，这说明

职能部门没有做好监管。当然，对于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消保委也会

出面干涉，比如约谈相关的网络企

业。可是，约谈并非行政处罚，没有太

强的约束力。商家违法违规的成本太

低，他们当然不畏惧约谈，敢肆无忌惮

地试探底线。所以，惩戒的措施必须

具有震慑效应，让违规者感觉到痛。

一些网络商家存心套路、欺骗消

费者，政府部门就不能放过他们。有

专家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信部

门应建立联合惩戒机制，比如通过黑

名单制度，对违法经营、侵害消费者权

益的商家进行必要的信用惩戒。显

然，这个建议可以让惩戒机制长出牙

齿，能痛击包月续费乱象。事实上，也

唯有如此，包月自动续费的套路才能

不再延续，乱象才能彻底规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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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高温津贴走出“鸡肋”的困境

非常道

中国信通院：
7月国内手机出货量2230.1万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最新数据，2020年

7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2230.1万部，同比

下降 34.8%；1~7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累

计1.75亿部，同比下降20.4%。

2020年7月，国内市场5G手机出货量1391.1

万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62.4%；上市新机型14

款，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 35.0%。1~7

月，国内市场5G手机累计出货量7750.8万部、上

市新机型累计119款，占比分别为44.2%和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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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瓤vs黄瓤：哪种西瓜更甜？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一项

研究表明，红瓤瓜的中心甜度要高于黄瓤瓜，

其中白肉型的含糖量分布在 5.0%左右，黄肉型

8.5%左右，红肉型10.0%左右。从整体水平看，

红肉类型的果实含糖量明显更高。另外，从控

制食用量的角度来说，更推荐把西瓜一块块切

好，定量吃。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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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须虫

热点冷评

变味的“吃播”
是得好好管管了

□ 孔德淇

8月12日，大胃王吃播被批“浪费严重”冲

上热搜。据媒体报道，很多所谓的“吃播”实际

上就是误导消费，且存在严重的浪费。（8月13

日《中国青年报》）

每个人的胃部容积都是有限的,世上根本

没有什么真正的“大胃王”，颜值高、胃口大、吃

不胖的表象背后，是违背自然与科学规律，给身

体带来各种恶果。近来，知名主播因吃撑被送

进医院，肚子硬得像石头；20岁出头的年轻人

因“吃播”患上各种“老年病”；因直播吃太多，身

体无法负担，最终付出生命代价等噩耗屡见报

端，给公众以震撼和警示。

更有甚者，为了自己的直播或者视频能够

“吸睛”，往往会采取特殊的剪辑手法，在镜头前

展示饕餮模样，转过身就跑到卫生间吐出食物，

圈子里称之为“催吐”。纵观“大胃王”们的吃播

秀，普遍都存在让人触目惊心的浪费问题，这显

然与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提倡的“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要

求相背离。

“食适可，勿过则”，让观看者足不出户能够

看到、了解更多特色食物，满足对于美食的好奇

心，本该是一桩好事，但在流量和利益的驱动

下，“吃播”变得越发畸形，造假成性、浪费成习

惯的不良风气愈演愈烈。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明

晃晃的欺骗，更是对食物赤裸裸的糟踏，必须得

到纠正和遏制。

目前，多个视频和直播平台已做出反应，在

平台搜索“吃播”“大胃王”等关键词，均会出现

“文明吃播，珍惜粮食”等提示。有网友发现，有

些人气主播发布的吃播视频已不再显示，某粉

丝千万的吃播博主已将各平台作品清空。这无

疑是一个好的开端。但从长远来看，监管部门

针对造假、浪费的“吃播”进行集中整治；直播平

台加强对美食类直播内容审核，营造健康愉悦

的饮食氛围；主播坚守职业道德，向用户倡导尊

重粮食、爱惜粮食的社会风尚，让“吃播”内容回

归本真、健康，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下，多地开

启炙烤模式，相关

部门陆续发布高

温 劳 动 保 护 政

策。然而仍有部

分企业选择与规

定逆向而行，欠发

甚至拒发高温津

贴。高温津贴没有“存在感”；一些用

人单位还会通过明发津贴暗扣工资、

以福利性的高温补贴充抵高温津贴

等方式在政策落实上“打折扣”。（8月

13日《工人日报》）

尽管从2015年开始，每年国家相

关部委都会出台关于做好夏季防暑

降温工作的通知，各地根据通知的要

求也相应制定和完善了相关办法，同

时，每遇高温相关部门也一而再地重

申，并加大了专项检查力度。尽管不

乏督促落实的善意，而执行情况仍然

不是很理想。

一是“鸡肋”福利。高温津贴的

标准实行静态标准，或按天或按月计

算，一个标准执行多年，一个夏季几

百元，形同“鸡肋”。同时，计算方式

复杂，多地的高温津贴，发放分行业、

分室内室外，有的还区别实际温度按

天计算。概括来说，就是金额有限，

还不便于掌握，影响操作，这正是该

津贴“存在感”差的根源。

二是“纸上福利”。高温津贴一

直都被定位为劳动福利的范围，主要

政策依据是《防暑降温管理办法》，津

贴只是高温条件下劳动保护措施之

一，并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

各地做法各异，办法宽泛性规定多，

刚性保障性措施少，这也是导致高温

津贴缺少常态化的执行环境。

高温津贴沦为“鸡肋”和“纸上福

利”，很大原因是制度设计缺少刚性

和保障的操作性，使得福利停留于

政策，浮于表面，导致难操作、难彻

底落实。从长远来看，高温津贴更

宜纳入劳动薪酬体系内设计规范，

作为劳动者的硬性权益进行常态化

监管。一方面，高温津贴与职工工

资挂钩，占到一定的比例，比例的多

少视行业实际适度差别化，化简为

繁，便于实际操作。另一方面，高温

津贴作为劳动用工的组成部分，相

应纳入劳动合同、劳动维权、工资支

付保障等事项内调节，在监管之中

有一席之地，破除执行上的障碍，更

多地把保障落在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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