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家住市区学田
新村的沈女士说起门前道
路交通变化，不禁竖起大
拇指。原来，五一路教育
路路口由于车辆通行的

“潮汐现象”，每天晚高峰
南路口大量左转进入学田
新村的车辆积压严重。对
此，交警部门专门开展课
题调研，对该路口信号灯
配时进行优化，极大地缓
解了拥堵现象。

（11月2日本报4版）

红绿灯的时长设置是不
是合理，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因为老百姓需要经常路过某
个路口，他们路过路口的时

候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哪
里需要优化，心里是最清楚
的。因此来说，对于红绿灯
时长的设置，不是公安交警
一方面的事情，如何做到更
便民、更科学，确实需要尊重
群众意见。

现实生活中，一些路口
的红绿灯时长设置不科学、
不合理的现象时有发生。在
媒体上看到的诸如此类的新
闻还有不少。比如某地存在

“连刘翔也要跑着才能通过
的绿灯”，比如某地出现的

“老年人只能走到一半路程
的绿灯”，比如某地出现的

“不到10秒的红灯”……这
些都暴露了红绿灯时长设置

的深度问题。
对于设置存在不科学、

不合理的红绿灯路口，需要
我们的有关部门积极听取群
众建议，积极开展摸底排查，
积极引进智能化管理的“绿
波设备”，依据人流量的变
化，实现红绿灯的智能转
换。交通出行不是小事情，
其牵涉的是方便通行、化解
拥堵、确保安全、提升效率等
诸多问题。如何实现红绿灯
时长的科学化、合理化、便民
化、安全化、效率化，需要有
关部门多做些事情。无疑，
南通市依据群众感受“优化
时间设置”的做法是值得学
习借鉴的。

10月 31日晚上8点，
2022年“双11”购物节正式
启幕，海安市电商企业迎来
打包发货高峰。他们加派
人手加班加点进行打包发
货等工作，以保证每一件订
单能以最快速度送到消费
者手中。

（11月2日本报3版）

一年一度的“双 11”网
购狂欢季来临，除快递公司
服务质量外，让消费者关注
的焦点还包括商家的打折
促销。

既然是促销让利消费
者，有些商家却喜欢用套路

来“设计”消费者。一件商
品，“双11”打多少折扣，本应
让消费者一看便知。他们却
非要绕道十万八千里，想出
无数种花头来“玩折扣套
路”，目的只有一个——赚取
自身利益最大化。

要不要在“双11”消费、
消费什么商品、消费多少金
额？这个决定权完全在消费
者。如果“双11”得不到真实
惠、购物体验差，必将有越来
越多消费者对“双11”说不。

作为商家，只有诚信经
营才能赢得消费者持久支
持。这体现了商业文明也是
必须坚守的商业底线，否则

失信于消费者，消费者必然
用脚投票。

作为消费者，要理性消
费，切莫跟风消费、盲目消
费、攀比消费、冲动消费。这
些非理性行为乃消费大忌，
也是消费上当受骗的一个重
要原因。

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和商
业平台，应严格规范商家的

“双11”促销行为。要用更严
密的监管和更完善的制度，
让打折促销更加简单透明，
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拉动
国内消费市场。对热衷于

“玩折扣套路”的商家，要让
其付出沉重代价。

面对职场不公，“打工人”
们应该多些勇气、多些谋略，而
公司们也要多些反思。一方面，
员工能够享受到来自公司的温
暖、找到归属感，这样工作起来
也会有劲，愿意为公司出力。另
一方面，人才是公司兴盛发展
的不竭动力，公司应该尊重员
工而不是“绞尽脑汁”压榨员
工甚至逼走员工。

——东方网：《如何应对职
场不公？》

明星代言，不该总是代而不
严。也只有处罚到本人，明星代言
才会谨慎放言。此次，七部门出手
对明星代言加码，将本来任性的
代言行为纳入了监管和惩处环
节，堪称补白之举，令人欣慰。

——钱江晚报：《明星代言
翻车 就该罚到本人》

当我们的脖子因为仰望
“上岸”而变得酸痛，不妨低头
看看来时的路，除去结果，在过
程中我们同样收获颇多。一次
夕阳与一顿晚饭，可能因为不
够艰难险阻无法达成“上岸”的
定义，但正是这些细碎的瞬间
构成了对人生意义的建构，少
一些功利主义，多一些体验人
生的随性，更能获得掌控人生
的松弛与自在。

——红网：《万事皆“上岸”：
面对生活应少些“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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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议论纷纷】

职业打假
不可逾越“红线”

□政青

打折促销少玩套路方能行稳致远
□孙维国

“红绿灯时长设置”多听听市民意见
□宝哲

上门代炒菜引热议

近日，湖南一女子上门为
年轻人代厨，做四道菜收费68
元引发热议。北京青年报记者
调查发现，重庆、成都、杭州、上
海等地均有网友提供上门代厨
服务，但收费标准不一。对此，
你怎么看？

微
话题

濠南
夜话

观点
1+1

@戴花 上门代厨服务，
是一项符合“懒人经济”的新型
服务业态，能满足如今一些年
轻人懒得做饭烧菜抑或做不出
可口饭菜的服务需求。

@汪代华 如今上门代厨
服务市场乱象丛生，诸如代厨
服务不规范、“私厨”不具备服
务资质、没有健康证等问题，都
是安全隐患。尤其令人担忧的
是，陌生人进家门，有没有歹心
之人？大厨手艺是否过关？食品
安全是否会存在问题？因此，有
关部门应给上门代厨服务市场
立规矩，进行规范化管理监督，
确保安全无虞。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昨天，崇川法院发布一
批治理不诚信诉讼典型案
例，其中一名职业打假人

“知假买假”，再利用惩罚性
赔偿条款起诉要求“退一赔
十”。对其索赔诉求，法院
未予支持。

（11月2日本报7版）

不同于一般消费者，
职 业 打 假 人 购 买 商 品 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有
着明显的目的性，别人害
怕买到假货，他们则害怕
所买不假，甚至专注于鸡
蛋 里 挑 骨 头 。 如 此“ 打
假”，与公众期许相悖，也
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
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相
悖。因此，崇川法院做出
驳回索赔诉求的判决，是
对这种貌似打假实则牟利
行为的纠偏，也是以法治

力量引导人们向善，合乎
情理，顺应民心，值得点
赞。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
到，打假是法律赋予消费
者的权利。职业打假人的
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假
冒伪劣产品，净化了市场
环境，有益于推动消费者
维权。不过，历经多年发
展，职业打假的负面效应
也逐步显现：有些所谓的

“打假”不仅消解了打假的
正面效果，更扰乱了正常
的市场秩序。

打假不应成为少数人
的牟利工具，更应成为公
益 互 助 的 黏 合 剂 。 2021
年，最高法出台了《“知假
买假”行为性质认定类案
裁判规则汇总》，明确了对
于“知假买假”应予以区别
对待。各级司法机关应吃

透相关精神，进一步规范
裁判标准，做到同案同判、
异案异判；新闻媒体也应
对相关典型案例予以报道
披露，让人们弄清楚打假
的“红线”究竟在哪里。此
外，消协还应加大对消费
者集体诉讼的支持，真正
让社会影响较大的消费纠
纷 能 在 法 治 的 框 架 内 解
决，减少民间对职业打假
的依赖。

市 场 经 济 是 法 治 经
济。对职业打假者来说，打
假维权也须依法进行，不可
抱着侥幸和投机心理。一
旦越过边界，任何违法行为
都将受到法律惩处。

农民评职称

“我也有职称了！职业农
民有了职称，代表的是一种对
农民技能水平的认可。”近日，
永飞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永平通
过了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
称评审。这标志着石家庄市为
忙碌在田间地头的农民职称评
定的工作正式落地落实。

（11月1日澎湃新闻）

值得各地借鉴推广
□黄齐超

长期以来，农村流行着这样
一句话——庄稼活，不用学，人
家咋做咱咋做。如此心态与逻
辑，怎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怎能
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培养一批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
农民。显然，农民职称不单单是
一种荣誉，还是对其从事农业生
产能力的认可。从这个角度看，
建立农民职称评定制度，能起到
科学种田的带头引领效应。

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
定制度，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农
业发展而言都裨益多多，并不
是制度白条。评上职称的农
民，优先承接项目，享受政策倾
斜，同时发挥自身的技术和能
力，做科技种田的领头雁，带领
民众发家致富。如此一来，对
农村留住人才乃至招才引智都
能起到推动作用。所以，石家庄
市建立农民职称评定制度，对
乡村振兴、农业发展都具有积
极意义，值得各地借鉴和推广。

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戴先任

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
度，让“土专家”“田秀才”也能评
职称，也能得到官方认可、获得
职业尊荣，这是接地气的人才激
励机制。其实，早在几年前，陕西、
山东等一些地方就相继开展了类
似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活动。

对乡土人才、高素质农民，
需要多一些这样的激励机制。
这是给予乡土人才的应有尊重
及回报，也能成为乡村振兴的

“抓手”，能让农村这块热土对
人才具有更大吸引力，让更多
人才能够扎根基层、服务“三
农”、奉献农业，为乡村振兴发
出光与热。此类农民职称评定
制度多多益善，值得大力推广。

还要看到，既然不唯学历、
不唯资历论英雄，没有了一些

“硬标准”，也要防范被一些人
钻了空子，甚至由此衍生走后
门、利益交换等问题。要能完
善相关评审机制，让类似“新型
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成为
高素质农民的“孵化器”，成为
农民职业化的重要抓手，为乡
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增添强
劲动力，激发乡村振兴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