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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蟹脚痒”，

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目

前虽然大闸蟹还没有大

量上市，但是“螃蟹券”早

就登陆。日前，中消协发

布“双节”消费提示称，在

购买大闸蟹方面，消费者

尤其要注意防范“螃蟹券”套路。据媒体报

道，商家印刷面值500元的蟹券，以400元价

格卖给营销人员，营销人员以500元价格对

外出售，但以250元的价格往回收，再以300

元的价格卖给蟹券商家。一只螃蟹没有，一

张蟹券，蟹券商家稳赚100元，营销人员也能

赚50元。(9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

被消费者戏称为“纸螃蟹”的螃蟹券的

出现，在很多时候弊大于利，而一些商家推

出螃蟹券，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比如

通过预售螃蟹券给自己带来沉淀资金;另

外，将大闸蟹证券化，发行螃蟹券，能刺激

购买螃蟹券、月饼券送礼的需求，而商家通

过将商品证券化，更利于收礼者变现，比如

螃蟹券的推出，会让送礼者花钱购买螃蟹

券，收礼者可以以比原价低

一些的价格卖给回收者，回

收者再以更低一些的价格卖

给经销商，经销商只需要以

虚高价格发行螃蟹券，不需

要真的卖螃蟹，这些礼券在

社会上转了一圈，经销商就

能躺着赚钱。

一些无良商家更是利用

螃蟹券进行消费欺诈。比如

螃蟹券上的计量信息与实际

的不符，消费者到手的大闸

蟹比承诺的“缺斤少两”;螃蟹

券永远提不了货;螃蟹券没有消费，商家就

跑路了……这些做法更是对消费者赤裸裸

的消费欺诈，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对于商家推出的螃蟹券，自然应该法

无禁止皆可为，不能因为螃蟹券可能衍生

出一些乱象，就将螃蟹券视为不合理存在，

对其一禁了之，要认识到，螃蟹券也有其存

在价值。但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加强对

推出螃蟹券的商家的监管力度，对于存在

虚假宣传、无法提货、跑路等行为的商家，

要依法惩治，确保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

同时，也要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进一步打

压购买螃蟹券送礼的涉腐涉纪现象。

要让螃蟹券能够回归商品属性，让无

良商家的“如意算盘”落空，既需要商家的

诚信经营、合法经营，需要卖方市场的规范

与“成熟”，也需要消费者能够理性消费，需

要摒弃非理性消费，增强防范意识。

给“张牙舞爪”螃蟹券绑上“法治绳子”
■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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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相同的人，总能相逢

人与人的感情始于共鸣，终于分歧。

很多关系的疏远，就是因为频率不同。

当彼此步调不再一致，频率不再相

同，分开也就成了必然。

保持距离，相互祝福，才是对逝去

的友情最大的尊重。

人生路上，朋友易得，知己难求，遇

上了，记得好好珍惜。 @新华社

近日，《民政部关于同意将河北省邯

郸市肥乡区等单位确认为第二批全国婚

俗改革实验区的批复》正式印发，确认河

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山西省运城市盐湖

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等17个

县(市、区)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

区。实验时间为3年，自2021年9月起至

2024年9月止。（9月22日中新网）

当前，一些传统婚俗中的陈腐、落后

成分，已经不能适应文明意识、道德素养

普遍提升的现代社会，比如低俗婚闹；一

些传统婚俗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而悄然变味，比如彩礼逐年水涨船高，沦

为男方的沉重负担，失去了本意。

正因一些传统婚俗的落后性或变

味，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探索婚俗方面

的移风易俗，有的已取得一定成效。此

番，民政部又确定17个全国婚俗改革实

验区，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在不久的

将来，通过相关部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的双向驱动，婚俗方面的移风易俗力

度会更大一点，范围会更广一些。

对于婚俗改革实验区来说，目前

承担着先行先试的重任。敢想敢干、大

胆创新是改革试验区共有的标签，不

过，婚俗改革不同于其他，首先要依法，

群众才会配合，别像此前个别地方那样

法治意识淡漠，行简单粗暴之举；要注

重城乡差异，精心制定循序渐进的方

案；宜强化群众自治功能，行政力量只

能加强引导，并提供公益性婚介、婚庆

等服务；应进行全面而全新的婚恋、婚

俗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氛围，比如对零

彩礼、集体婚礼、婚事简办新办等事例

广泛宣传，以实现“良币驱逐劣币”，在

这方面，可倡导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率

先垂范。

期待全国婚俗改革排头兵、先行军

通过系统性实验，早日形成自己的实验

成果，打造出一个个鲜活样板，符合推

广条件后供全国其他地方借鉴，使整个

社会的婚俗更文明、婚姻更纯粹。

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政府倡导各方

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

语言，让业者有尊严，并出台政策，提高从

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者政府主导评分

积分体系权重”这一建议，深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已于近日予以答复。（9月22

日澎湃新闻）

多年来，包括作家、学者、律师、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在内的社会精英群体，先后

提出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同

时，一些地方媒体要么建议取消农民工称

谓，要么热衷于给农民工换马甲，如“外来

务工人员”“打工人”等，以示对农民工的尊

重。殊不知，对农民工的尊重，体现在他们

在城市是否享受到了公正的待遇，而不在

于是否取消了农民工称谓或换了马甲；更

何况，即便是取消了农民工称谓，换上“打

工人”等再多再光鲜的马甲，他们还是有别

于城市市民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

时代的符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80后”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

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报告显示，2020 年北

京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 50.1%。我们不

应该再视他们是城市“援建者”，他们已经

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群体，成为城市

大家庭新的成员，成为推进城市进步和发

展的新生力量。

尊重农民工的诉求，“改称谓”不如“促平

等”。针对农民工而言，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

遇，就是要打破户籍壁垒，拥有理想化的迁徙

自由，公民走到哪里，就能在哪儿自由定居，

享受当地的公共福利。因此，城市要反哺农

村，接纳农民工，必须首先摒弃给农民工改称

谓、换马甲的表面文章，必须纠正歧视农民工

的“洁癖”，从现在做起，主动创造条件，采取

措施，让每个农民工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城市

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福利，从制度上给他们以

心理认同和归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动

城市化进程，有序地转移农民进城，让农民工

享受其所创造的财富，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

差别，促进社会公平。

孩子学历高，父母受益多

多项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

度会影响子女的健康水平，反过来，成

年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其父母的心理

和身体健康有较大影响。通过分析数

据，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家庭中如果孩

子没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将会对其父

母的健康状况，尤其心理健康，有极为

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孩子受教育程

度较低，父母会花更多时间担心自己

的孩子。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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