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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尘”的洗衣行业，也该洗洗了
■ 贺成

非常道
社科院专家：
男女延迟到同一年龄退休为好

12 月 6 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

“对于当前男女退休年龄不一致，我认为改

变一下为好，在同样年龄退休。”郑秉文主任

表示，“目前发达国家几乎都是男女退休年

龄相同。从预期寿命来讲，女性的预期寿命

长于男性，各国都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

重要的生理现象；从文化背景来讲，绝大部

分发达国家认为女性退休年龄低于男性是

一种性别歧视。这两个因素对我们还是有

些启发的，值得思考。” @健康时报

微声音

容易泛酸的人要少喝红茶

或许你听说过“绿茶伤胃，红茶养胃”，

这是真的吗？茶叶中的茶多酚具有收敛性，

对胃黏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尤其是空腹喝

时。红茶的多酚含量虽然比绿茶有所降低，

但咖啡因含量却提高了，因此红茶养胃的说

法并不严谨。对于胃酸过多的人，红茶中的

咖啡因不利于控制胃酸，反而会造成不适。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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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电动平衡车成儿童安全“杀器”

这两年，一种新的

儿童玩具迅速流行，家

长 们 叫 它“ 儿 童 平 衡

车”，也叫滑步车，主要

适 用 于 2 到 5 岁 的 儿

童。因为能锻炼小朋友

的平衡能力，吸引了不

少家长孩子。而商家对平衡车的宣传，都

突出在材料环保上，有的宣称经过了欧盟

监测，有的还强调“为宝宝的健康护航”。

但部分儿童平衡车并不像宣称的那么安

全，反而带来了极大健康安全隐患。（12月

7日央视网）

按照我国相关标准，电动童车最大速

度限制为每小时不得超过8公里，目前市面

上销售的电动平衡车大都速度时限为每小

时 20 公里，最高时速相当于电动自行车的

速度，远高于玩具的安全要求。现实生活

中，电动平衡车的营销者往往只注重宣传

产品的便利和优势，在产品的风险警示和

防护提示方面有所欠缺。

此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涉电动平衡车侵权纠纷的风险提示。女童

谢某在一家酒店就餐后，在酒店大堂与其

他小孩玩耍电动平衡车时不慎摔倒受伤。

法院经审理认为，谢某受伤并非酒店设施

所致，谢某系未成年人，其与其他小孩玩耍

电动平衡车将近一个小时，其间谢某的监

护人并未在场对谢某的行为给予适当的引

导和教育，明显疏于监管，谢某的监护人应

当对谢某的受伤承担主要责任。

虽然骑着电动平衡车很拉风，但是安

全问题不容小觑。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孩

子由于身体协调与平衡机能尚未发育完

全，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

如果速度过快，消费者尤其是儿童很难

平稳掌控，极易失去平衡，在使用电动平

衡车过程中容易发生意外，再加上其本

身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摔伤导致住

院的病例很多。

退一步讲，如果家长已购买电动平衡

车，那么在孩子使用过程中也应当切实承

担起监护人责任，做好看护和监督工作，并

为孩子佩戴好头盔、护膝、护肘、护腕等护

具，以降低摔倒造成的伤害。更要提醒的

是，电动平衡车并非交通工具，不能让孩子

驶入公共道路，以免造成交通事故，给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危害。

虚构“不作为锦旗”，家校关系不容贩卖焦虑
■ 丁慎毅

时事乱炖

近日，一则《徐州奇葩家长因给老师

送特制锦旗而走红》视频在网上传播，视

频中，一名男子手持写有“教啥啥不行，叫

家长第一名”的锦旗，反映徐州市天翔小

学三(2)班赵西海老师“频繁叫家长”。此

事冲上热搜引发热议。12 月 6 日，江苏省

徐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称，经排查，徐州

市范围内无天翔小学，也无赵西海老师，

该视频内容纯属虚构，给徐州家校共育造

成不良影响。(12月6日中国新闻网)

对广大网友来说，面对形形色色的贩

卖焦虑，不妨多一些独立思考。以虚构

“家长给老师送不作为锦旗”为例，这一所

谓的新闻，就经不住质疑。

什么叫“教啥啥不行”？是个别家长

的主观判断，还是所有家长的公认观点？

如果是后者，相信这个老师早就离岗了。

那么家长主观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是孩

子在学校成绩不够优秀，就认定老师“教

啥啥不行”，还是孩子成绩在全校末流，就

认定老师“教啥啥不行”？哪种判断都不

对。老师教学水平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

但孩子配合不配合也很重要。当然，老师

有责任引导每一个孩子配合，但是老师却

无力保证每一个孩子都配合。把所有责

任都推到老师身上，是苛求，是羞辱，是道

德绑架，这是不公平的。

什么是“叫家长第一名”？老师叫家

长来学校，和家长说明孩子的哪些情况需

要引起家长注意，需要家长配合教育，这

是家长作为监护人应有的责任，是“睦邻

友好”，老师是不会无缘无故频繁把家长

叫到学校的。

笔者以为，家长和老师在家校关系中

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焦虑，这主要是信息不

对称造成的。当家长和教师仅仅站在各

自立场出发而不能换位思考的时候，焦虑

就容易发生。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双方

心平气和地沟通。家长、老师和学生，就

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需要队友彼此熟悉

各自的动作、语言及其特点，相互之间打

好配合，大家最需要的是“神助攻”而不是

“猪队友”，家长和老师千万不要被制造贩

卖的家校关系焦虑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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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学安

由于秋冬衣服清洗费事，一些消费者

往往会选择把衣服直接送进洗衣店，但动

辄几十元的洗衣费，不禁让人暗暗思忖，

洗衣成本真的那么高吗？（12月7日《中国

新闻网》）

价格虚高、不按照衣服标识洗涤，“干

洗变水洗”“衣服洗不干净，甚至没有清

洗”“衣服洗完变色变旧”“花了几十块，女

装变童装”，导致掏了钱享受不到同等服

务，用“蒙尘”来形容近年来洗衣行业现

状，实在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2007年颁布的《洗染业管理办法》规

定，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不得欺骗和误导

消费者，不得从事虚假宣传、利用储值卡

进行消费欺诈、以“水洗”“单烫”冒充干洗

等欺骗行为，以及故意掩饰在加工过程中

使衣物损伤的事实等。

这就意味着，一旦商家在没有征得消

费者同意下，干洗变水洗等，这一方面是

违反合同法，消费者可以追究商家的违约

责任；另一方面，也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侵犯消费者的选择权、知情权、公平交

易权，甚至安全保障权。

进一步说，根据办法规定，因经营者

责任，洗染后的衣物未能达到洗染质量要

求或不符合与消费者事先约定要求的，或

者造成衣物损坏、丢失的，经营者应当根

据不同情况给予重新加工、退还洗染费或

者赔偿损失。非经营者过错，由于洗涤标

识误导或衣物制作及质量不符合国家和

行业标准要求，造成未能达到洗染质量标

准的，经营者不承担责任。

只可惜，这刚好形成了一个维权“盲

区”。综合各地消协调查看，现在衣服虚

标、质量不过关问题频频，甚至是一些大

牌服装。现实中不管是洗衣操作问题，还

是衣服虚标、质量不过关问题，由于取证

困难，后续消费者维权扯皮现象严重。

对此，也只有大处着眼，尽快制定出统

一的行业标准。小处着手，制定出更多更细

的辅助措施，并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提高商家

违法成本，降低违法收益，这样才能让消费者

权益得到安放，让洗衣行业不再“蒙尘”，最终

打造出良好的洗衣市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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