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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病 大 修 ”“ 无 病 乱
修”……空调维修乱象多

今年6月至7月，上海市消保委共收
到247件有关空调维修的投诉。投诉者
中，大部分是中老年群体，尤其以独居老
人为多。分析可见，空调领域的维修乱象
主要是“小病大修”，甚至“无病乱修”。例
如，空调线路板上的感应器坏了，更换成
本不到100元，但维修人员会说成电脑
板坏了，要收费几百元。还有维修人员
会以“超过质保期”为由，加收人工费、配
件脱产费等。（9月2日《人民日报》）

微评：其实，整个家电维修行业长
期存在“小病大修”“无病乱修”现象，不
只是空调维修领域，也不只是“黑维
修”。究其缘由，有可能是技术能力方面
出现问题，也有可能是职业道德方面出
现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职业门槛过低、
行业缺乏监督的问题。当然，无论什么
问题，都不应该是消费者的问题。

■江苏一高校公号被吐槽回
复“阴阳怪气”，校方回应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南通大学财务
处官方微信公号的回复内容“高高在上”

“阴阳怪气”。该网友在其微信公号咨询
缴费截止日期，但回复内容非但没有明
确告知时间，反而指责其不积极缴费，还
称咨询此类问题是“思路清奇”。对此，南
通大学财务处一工作人员表示，该回复
内容是AI自动回复，不是人为。他们也
对此感到抱歉。（8月31日 九派新闻）

微评：在互联网时代，所谓“阴阳怪
气文学”，凭借其能够隐晦而平和地表
达批评和不满，从来不缺少拥趸，“卧龙
凤雏”“思路清奇”“奇葩”之类的褒义词
早已被玩坏。然而，众所周知，开玩笑讲
究一个“度”，玩梗亦然。高校公众号对
学子正常的咨询报以“阴阳怪气”，既是
对学子的不尊重，也让学校有失体面。

将“阴阳怪气”的回复归咎于AI，那
就是再丢了一次体面，甚至可称招人耻
笑。AI再高端，终归是供人使用的工具。

■央视曝光工业硫磺熏制枸
杞加工黑幕

在甘肃省靖远县的村庄里，商户
们表示，新鲜的枸杞摘下来后，也要先
用“亚钠碱水”洗过一遍，这样晒出来的
果子才会鲜亮好看。但要是一下雨，即
使是焦亚硫酸钠洗过的枸杞，品质也很
难保证。这时，就只能用撒手锏——熏
硫磺。 （9月2日 央视财经）

微评：当下，“保温杯里泡枸杞”，不
只是流行语，也是流行事，枸杞消费市
场看起来很有潜力。然而，如此有潜力
的市场，偏偏有商户不珍惜，反而扮起
了“绝命毒师”，又是“焦亚硫酸钠”，又
是“硫磺”，把品相不佳的枸杞变成看起
来还不错实则有害的“毒枸杞”。对消费
者来说，此举无异于“实力劝退”。由此，
对他们自己来说，也可能自断财路。更
为关键的是，他们不只可能断了自己的
财路，更是可能断了种植枸杞的农民增
收的路，断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路。

一个农业特色品牌的打造，是无数人
长期努力的结果，怎能因少数害群之马毁
于一旦？从这点来看，地方监管部门履行
好自身的职责，既是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权益的需要，也是护航地方经济发展的
必要之举。 何飞 点评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是省委
省政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重大项目的创新举措。
我市已连续5个季度获得此项激励，这一时间跨度长、
含金量高的激励，来之不易。这得益于全市上下牢固树
立“项目为王”理念，以“内搭平台、外联老乡”，坚持把
扩大有效投资作为发展实体经济、提升产业能级的重
要抓手，全力以赴抓招商、上项目、扩投资。拓展了我市
的新赛道、把握了新机遇、赢得了新优势，增强了城市
发展的韧性和后劲，值得点赞！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项目特别
是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有效投
资的重要抓手。“拼经济、促发展”，基础在产业，关键靠
项目。2024 年我市前两批开工动员项目65 个，总投资
535.2亿元。已开工63个，开工率96.9%，涵盖新能源汽
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7
月初，在全省第三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我市开工动
员项目 37 个。其中，10 亿元以上项目 12 个，总投资
189.2亿元。这都显示出我市经济量质齐升、向上向好
的态势。彰显出充足的韧性与活力，也为我市“进百强、
上台阶”，奋力夺取“全年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抓了项目，带来了投资，赢得了发展。上半年，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6.4%，位居全省第 3 位，其中制
造业投资增长 48.6%、居全省第 2 位……这也使我市
上半年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6%，增速高于全省同比
增长 5.3%。

事实证明，唯有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产业为基”
的鲜明导向，全力以赴抓项目、持之以恒兴产业、凝
心聚力促发展，才能在激烈发展竞争中抢占先机、赢
得主动。

连续 5 个季度荣获省投资“赛马”激励，对我市而
言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激励。我们要以“赛马”激励为
新的动力，继续拉高标杆、奋勇争先，只争朝夕攻坚重
大项目，奋发有为抓好项目落实，全力扩大有效投资。

这需要我们聚焦创建一流营商环境抓改革。现实
已表明，无论是单一的“店小二”式服务，还是叠加了

“合伙人”式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落脚点，必须是服务
理念和手段的创新。我们要继续在围绕要素保障有力、
办事效率更高，健全要素保障机制，完善为企顶格服
务、便利服务机制上下功夫，让“满宜办”营商环境品
牌，更加熠熠生辉。

我们要瞄准产业发展的前沿，强化“双招双引”积

蓄后劲。要大力发展“双生”、商业航天、先进光伏和新
型储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赛道，加快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这些前沿技术企业和项目的
招引力度，实现对重点产业链的延链、补链、强链，发挥
出重大项目“引擎器”和“动力源”作用。以项目的落地
见效，催生出更多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以解决我市
工业实力偏弱、县域经济不强。

我们还要把更多精力放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产业
的布局上。近期，作为安徽省唯一入选项目，“安庆大观
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获中央预算内投资2
亿元。这笔巨资，无疑对进一步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安庆
内涵，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2024年时间已剩不多，冲刺“全年红”，等不得慢不
得。我们要创新方式深化招商引资，把更多精力放在建
设产业生态上、放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推动招商从招引
企业向引育产业、从拼“小优惠”向争“大优惠”，从拼

“硬优惠”向拼“软服务”转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以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奔跑姿态，锚定全年投资目
标，加强项目保障，全过程做实投资增量，以“赛马”争
先，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不断地推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实现平稳快速增长。

以“赛马”争先全力扩大有效投资
□ 潘天庆

8月22日，省政府办
公厅公布《关于2024年
二季度全省投资“赛马”
激励地区的通报》，全省
5市16县（区）获激励，
安庆榜上有名。至此，安
庆已经连续5个季度获省
投资“赛马”激励。（《安
庆日报》8月26日）

尽管车祸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开，但从她以往的行
为来看，推测事故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车速过快
所致。近年来，机车骑行备受青睐，尤其是迷倒了一大
批年轻人，机车骑行更是被视为“网红”骑行“出圈”成
名的一个重要捷径。然而，骑摩托车时，人的身体只是
薄薄地包裹在金属之外，一旦发生侧翻或碰撞，难以
完全抵御高速撞击带来的巨大冲击力。

实际上，“三毛子”仅是玩机车英年早逝的一个代
表。去年，两名云南姑娘因无证驾驶摩托车狂飙身亡，
年仅16岁，也曾引起关注。两名女孩均是某短视频平
台的机车女网红，经常戴着有大蝴蝶结的头盔拍摄机
车视频。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短短半年时间内，已有
数名机车网红因交通事故离世。

纵观这些年纪轻轻的机车网红，无一例外都是由
于违反交规而失去宝贵生命的。他们或因为超速、闯
红灯或因为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导致事故而不幸身
亡，有些是因为骑行不戴头盔、不系安全带等出事故；
而有些是为了迎合网友的口味和喜好，不惜冒险做出
各种危险动作来挑战极限，满足虚荣心等。

可见，机车网红出事故几乎都与忽视交通安全，
违反交通法规而采取冒险行为有关。对这些年轻生命
的逝去，人们倍感惋惜！然而，面对年轻生命的逝去，
绝不能坐视不管。除了做到警示和劝诫，还要采取多
种方式预防，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增加审核
机车骑行内容等，以确保机车骑行都能依法进行。

此外，还要加大对于机车网红骑行的巡查力度，加
强对各种摩托车的管控，尤其是针对网红们喜爱炫耀
的机车类型给予更严密监控；有条件的话还可以鼓励
公众参与交通管理，发现问题及时上报，以形成合力。
总之，机车事故屡屡发生，警示网红珍惜生命。唯有重
视起来，尽最大努力，才能减少机车事故的发生，让机
车骑行正常进行。

机车事故屡屡发生

警示网红珍惜生命
□ 刘天放

8月31号，机车网红圈
再次传出悲痛消息，来自黑
龙江的“三毛子”不幸去世，

年仅 28岁，其社交账号内容显示她育有一
子。关于其去世的原因，好友通过其视频账号
透露：大约在29号下午3点的时候，于宝清路
段发生车祸。

央视记者对枸杞种植、生产和加工的调查结果，让
很多网友大吃一惊。具体而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格尔木市作为优质枸杞的种植和生产地，当地一
些厂家、商户在生产枸杞的过程中，存在使用焦亚硫酸
钠为枸杞进行“提色增艳”的情况。而甘肃省靖远县，同
样作为优质枸杞的生产区之一，当地村民、商户，不但同
样存在使用焦亚硫酸钠给枸杞染色的情况，而且还更进
一步，直接使用工业硫磺对枸杞进行熏制。

不管是使用焦亚硫酸钠对枸杞进行染色，还是使用
工业硫磺对枸杞进行熏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品
质、卖相不那么好看的枸杞，更加光鲜亮丽，从而卖出一
个好价钱。然而，这两种化学物质，一旦被摄入人体，都
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多重危害。《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里明确规定，生产、加工枸杞及
其产品过程中，禁止使用焦亚硫酸钠及其替代品。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做大做强当地的枸杞产业，打
造好地方品牌产业的金字招牌，两地地方政府以及有关
部门，也都出台了相关的标准和规定，以保证枸杞产品
的品质。比如2019年11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出台施行了高于国标的地方标准。而甘肃，也是多年

多次地出台培育地方枸杞种植加工产业的文件法规。
但是央视记者的明察暗访却发现，两个地方违规使

用化学制品染色、熏制枸杞的现象，已经公开化了。比
如在甘肃靖远县，很多枸杞种植户，直接就把用工业硫
磺熏制枸杞的棚子搭在路边，完全不避人。而且面对记
者的采访，有商户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卖的就是硫磺
熏制的枸杞。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用焦亚硝酸钠和工业
硫磺给枸杞颜色、熏制，在当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
一种习惯性做法。

然而，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一个地方的特色品牌
创立起来不容易，维护下去也不容易，但是要想毁掉它，
却可能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现在的人喜欢购买和使
用枸杞制品，就是为了保健，为了养生，但是当消费者知
道这两个地方生产出售的枸杞制品，都是“硫磺枸杞”

“毒枸杞”，试问谁还敢买？谁还敢吃？这就不是亲手砸
掉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地方特色产业品牌吗？

“硫磺枸杞”被央视曝光以后，甘肃靖远县已经率先
行动起来，表示将彻查枸杞加工环节问题，对违规违法
责任人依法严惩。可以说，这是必须的，否则真的等当
地的枸杞品牌行为会砸掉那一天，就什么都晚了。

莫让“硫磺枸杞”砸了地方品牌产业的招牌
□ 苑广阔

枸杞作为“药食
同源”的代表性品
种，广泛应用于食
品、饮料、保健品等
领域。然而，看起
来颗粒饱满、鲜艳
红亮的枸杞，背后
却隐藏着不为人知
的秘密，有着巨大
的食品安全隐患，
威胁消费者身体健
康，央视记者对此
进行了调查。（9月2
日《北京晚报》）

“经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不法人员人
为制造热搜，通过虚假流量误导公众，扰乱
网络生态。”近日，记者从河南省新乡市公安
局获悉，新乡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拥有大量

“网红”“大V”账号的特大“网络水军”犯罪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276 人，涉案金额达
5000万元。“视频里宣传说，可以帮助快速增
粉、增加账号热度。”拥有自媒体账号的车
评人牛先生说，他偶然刷到这类视频后，
未禁得住诱惑，在与客服简单沟通后，向对
方支付了5万元“宣传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快速涨粉。 （9月2日法治日报 报道）

花5万元即可登上热搜榜
漫画/王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