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人整形应立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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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等有关单位，在京召开治

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

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今年年底前，开

展试点工作和专项整治，聚焦解决“收费包多、

收费主体多、收费不透明”问题，电视“套娃”收

费现象得到明显改观；大力改善用户开机看电

视的体验，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IPTV开机即

看直播电视频道。（8月22日新华社）

观众开机后必须看完几分钟广告；一部智

能电视机要配好几个遥控器，浏览节目时需切

换不同遥控器、不同界面、不同平台，不要说老

人搞不明白，年轻人也会晕；想要畅通无阻看

会儿电视，需购齐电视内置会员、视频网站电

影会员、电视剧会员等，还需配合各种临时增

设的附加费……“看个电视太费劲”，引发广泛

共鸣。基于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共同

部署，专项整治电视“套娃”收费乱象。

事实上，早在今年 2 月 7 日，中国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协会互联网电视工作委员会联合

多家公司发出《关于规范智能电视收费行为

的倡议书》，然而，这个倡议因不具备约束力，

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电视“套娃”收费，仍然吃

相难看。

然而，不论智能电视如何发展、视频内容

又如何优质，最终所依托的还是观众的收

看。电视最主要的功能是播放视听节目，承

载过多只会让其丢失本质，无视用户的消费

体验也只能将路走窄。一

些电视厂商看似通过这种

复杂繁琐的会员制度盈利

了，实际上却是在透支未来

的发展空间。

遏制电视“套娃”收费，

“专项整治”仅是第一步。

既然电视“套娃”收费，侵犯

了消费者选择权和公平交

易权，是一种违法行为，有

关部门就应该依法查处。

同时，出台针对性规定，从

源头上清除这种影响生活品质的“牛皮癣”，

下大气力解决“看电视难、看电视烦”的问题，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看电视的满意度。特别

是行业协会要发挥好监督作用，建立完善相

关行业标准，引导电视企业制定合理的价格

体系。此外，电视企业应主动摒弃这种商业

模式，在产品功能和售后服务等方面，获得消

费者认同，回归硬件盈利的商业模式。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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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相亲34次”不仅是单身男女的尴尬

留下买路钱 王恒／漫画

相亲，这个被赋予“鹊桥”寓意的古老活

动，如今以更为丰富的形式延续，甚至在当下

被青年男女普遍接受。刚刚过去的周末，上

海姑娘蔡游（化名）同时和两个近期相亲认识

的男士线上聊天，一个通过人民公园相亲角，

另一个来自某相亲平台，都是妈妈帮她找

的。这是28岁的蔡游，近两年多接触的第34

个相亲对象。“见了一面，不一定能成，速度要

快起来。”蔡游的妈妈，对女儿的婚姻大事无

比执着。（8月22日澎湃新闻）

近年来，一场又一场“中国式逼婚”多幕

剧，在各地持续上演。为应对父母“逼婚”，一

些单身男女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常见的方

式，就是“租友回家过年”。显然，这种“病急

乱投医”的极端方式，非但不能化解“逼婚”焦

虑，反而踩了道德红线。

剩男剩女，这个有些尴尬和自嘲的群体，

正在不断扩大，并不可避免地在各大城市迅

速蔓延。其实，婚恋原本是个很个人的问题，

但随着“每逢佳节被逼婚”现象的日益严重，

越来越成为一个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

然而，不管是“租友回家过年”，还是选择

逃离应付父母“逼婚”，亦或是被父母安排走

马观花式相亲，均是一种消极方式，难以从根

本上解决现实困境。一方面，单身男女应该

理解父母的心情，主动与老人说出内心的想

法，要耐心与家人沟通，采取欺骗手段甚至过

激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另一方面，对

于父母来讲，要理解子女的选择，更多地关注

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干涉儿女的婚恋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父母对子女“逼婚”，也是一

种家庭软暴力。

事实上，“两年相亲34次”现象，不仅是单

身男女的尴尬，需要全社会采取积极措施去应

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需要企业有敏锐

的市场嗅觉，有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同样也需

要为企业和人才市场提供服务的政府相关部

门，有开放的心态，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在剩男剩女数目不断扩大的今天，化解“逼婚”

困境，这应该也算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要知道，年轻人少一点对“中国式逼婚”之类的

焦虑，社会就多一份发展红利。 张西流

做好6件事，才是真正的滋养自己
1.读书，滋养精神。迷茫时读书，缓解焦虑；

低谷时读书，积蓄力量；闲暇时读书，愉悦精神。

2.旅行，丰富见识。见识和眼界，就在一次次的出

发中，得以拓宽和丰富。3.运动，塑造身体。只要

你开始运动，一切就会有变化。4.学习，保持活

力。学习，不只在于掌握新知识，更在于帮我们

保持思考的习惯和充满活力的状态。5.善良，积

攒好运。我们人生中的好运，不过是自己善良的

累积。6.爱好，滋养心灵。享受兴趣带来的快乐，

把生活调成喜欢的样子。 @人民日报

人最大的聪明，就是换一个好圈子
人很难被教育，但容易被感染。如果你身边

有个人，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你要积极、要向上，你未

必能听得进去。但如果，当你懒散过日子的时候，

周围人都在干劲十足地拼搏，你就会忍不住奋发向

上。交什么样的朋友，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成年

人最大的聪明，就是摆脱劣质的朋友圈，换一个更

高级的圈子。成功，往往不是一个人成功，而是一

个圈子带动的成功；落后，一定不是一个人的落后，

而是一个圈子引发的落后。 @新华社

正值暑期，不少未成年人选择进行

医美整形，一些医美机构也把未成年

人、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当作重点对象，

通过各种营销方式吸引他们的眼球。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

提醒广大家长及未成年消费者，理性看

待医美需求。（8月22日《中国青年报》）

近几年，医疗美容行业热度不减，容

貌焦虑早已侵入未成年人的世界，医美

整形低龄化现象日益凸显，由此带来的

医疗风险和纠纷不断增加。实际上，整

容成毁容屡有发生，而后遗症则是让人

惶恐的普遍现象。虽然整形后的疤痕

一般会遗留在隐蔽位置，但是，所用的

人工材料却是要遗留后患的，即使是最

好的进口材料，厂家也不敢保证这种材

料终生不会出现问题。

未成年人整容，更大的危害还在于

容易导致未成年人人生观和价值观异

态扭曲。未成年人医美整容，大多是作

为招人眼球的资本和“走红”的方式，这

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有着不容忽视的负

面影响。

未成年人尚处于监护之下，价值

观审美观尚未定型，自制力辨识力都相

对较弱，极易为新奇所吸引，以所谓时

尚为“酷”，一旦做了手术，以后可能会

因为审美观念的改变而后悔莫及。因

此，告诉他们利弊，尤其是全面禁止“对

于那些只是为了提高容貌的非必要性

美容整形”，不仅是家长，也是全社会的

责任。

现在不少未成年人手中有钱，一不

留神就擅自做了整形，父母难以防范。

还有些家长，居然持支持的态度，这是

监护权的滥用。另一方面，整容机构在

利益驱使之下，即便不是诱使未成年人

整容，也至少对未成年人整容不加任何

的限制。这都加剧了未成年人整容现

象的蔓延，也放大了危害。

整容低龄化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

关注。专家认为，未成年人整容会带

来不必要的风险，要加强对未成年人

整容问题的规范。早就有全国人大代

表建议，要像禁止未成年人进网吧一

样禁止美容整形手术。以地方立法的

形式对未成年人整容进行规范，显然

势在必行。 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