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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学

当你驾车行驶在城乡道
路上，或是享受乘车时光时，
可曾想过一个不经意的举动
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
就是车窗抛物。车窗抛物，
看起来事小，实则潜藏着巨
大的危害。

驾驶人或乘车人在行
驶过程中，如果往车窗外弹
烟灰、吐痰或是抛出易拉
罐、饮料瓶、纸巾等，极易分
散后车驾驶人的注意力，导
致车辆失控。特别是在高
速公路上，如果前方车辆人
员突然往车窗外扔垃圾，对
后方行驶的车辆造成的危
害是巨大的，后车驾驶人往
往对突如其来的“不明飞行
物”措手不及，情急之下容
易出现急刹车或猛打方向
盘的情况，带来极大的交通
安全隐患。此外，车窗抛物
产生的垃圾会造成环境污
染，不仅增加了环卫工人的
工作量，而且给环卫工人造
成安全威胁。

有时，个别家长在车
上当着孩子的面往外扔垃圾，这对孩子也
会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车窗抛物，抛掉
的不仅是垃圾，还有道路的安全和城市的
文明。

勿 以 善 小 而 不 为 ，勿 以 恶 小 而 为
之。拒绝车窗抛物，是每个人的责任。司
乘人员应自觉养成讲文明、讲卫生的好习
惯，不随手乱丢乱扔，在车内配备车载垃
圾袋，等下车后再将垃圾丢到垃圾箱里。
交警和城管部门应对车窗抛物的司乘人
员进行处罚，对车窗抛物者进行曝光，提
醒大家注意言行举止，遵守文明规范；结
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车窗抛物的危害，在
公共场所张贴“严禁车窗抛物”文明标语，
呼吁大家争做文明市民。市民应主动劝
导亲朋好友文明出行，及时劝阻车窗抛物
行为，制止不文明现象；家长则应以身作
则，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教育孩子养
成良好的乘车习惯。

对车窗抛物说“不”！当我们手握方
向盘或坐在车内时，请时刻提醒自己，告
别“任性”抛物，争做文明“驶”者，争当拒
绝车窗抛物的倡导者、践行者和监督者，
共同营造和谐、文明的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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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英东

修理一个原价两三百元的电视遥控
器，要价1700多元；修理滴水的空调，收
费760元；谎称空调传感器损坏，更换传
感器，实际上是剪断传感器连线并用包
布重新包扎，收费400元……据新华社、
央视新闻等媒体报道，不少消费者在维
修家电时遭遇“黑维修”陷阱。一些打着

“社区维修服务中心”“街道维修便民中
心”幌子的家电维修“黑商家”，通过虚构
故障、虚假维修进行高额收费，事后消费
者想要维权却连他们的地址都无处寻
找。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电产品已经深入
千家万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据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
统计，我国的家电服务业市场规模已达

到万亿元级别，其中售后安装、维修服务
占据了重要份额。然而，随之而来的家
电维修服务市场却乱象丛生，一些平台
对于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不够严格，导
致虚假信息泛滥，甚至存在无良商家以
次充好、漫天要价的现象。上海市消保
委的一项调查显示，某电子地图中家电
维修入驻商户的信息虚假比例高达
40%。家电维修市场的混乱不仅损害了
消费者的利益，也影响了行业的整体形
象和发展。

面对庞大的家电维修市场需求，建
立健全行业标准尤为重要。根据《家用
电器维修服务明码标价规定》，家电企业
在提供维修服务时，必须明确告知消费
者各项服务的具体收费标准，包括上门
费、检测费、零部件更换费等。服务完成
后，应向消费者提供详细的结算清单和
合法票据。消费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查

询正规的家电维修企业，包括扫描产品
上的二维码、使用“查验宝”小程序、访问
家电品牌的官方服务渠道等。

避免消费者落入“黑维修”陷阱，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需多管齐下。为有
效打击家电维修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
监管部门应加大对虚假信息和乱收费现
象的查处力度。平台应承担起相应的责
任，对入驻商家进行资质审核，确保其合
法合规经营。互联网搜索引擎作为广告
发布者，同样需要履行审核义务，确保广
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消费者在选
择维修服务时，也应事先了解市场价格，
选择正规的维修服务渠道，避免盲目相
信网络广告，对于明显高于市场平均水
平的报价保持警惕，必要时可以向相关
监管部门投诉。在维修过程中，要仔细
核对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保留好相关
凭证，以便发生纠纷时有据可依。

警惕落入家电“黑维修”陷阱

辛政 作先涨后降

□ 张颖

海马体照片火了，相关话题一度登
上微博热搜榜第一。近日，有网友发文
称，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
上确认系统中，辽宁抚顺招考办报考点
禁止考生使用海马体照片作为准考证照
片。据《正在新闻》报道，抚顺市招考办
工作人员表示，考生使用海马体照片可
能会影响考试以及后续入学时的身份核
验，因此“绝对不能用”。中国传媒大学
报考点也发布相关公告，明确表示“请勿
使用海马体照片”。

所谓海马体照片，是指经过专业修
图和摄影技术处理的证件照，由于修图
过度，海马体照片被网友戏称为亲妈都

不认识的“照骗”。如果是在一些无关紧
要的场合，或者是不触及其他人利益情
况下，每个人都有使用海马体照片的自
由。但考研报名照承载着特定功能要
求，会涉及一系列的身份验证，过度美化
和修图使得照片与本人实际面貌差异较
大，不仅会造成无法成功核验等麻烦，还
有可能在无形中影响考试的公平公正。
因此必须把确保真实性放在第一位，海
马体照片注定无法“通融”。

证件照禁用海马体照片合理合法，
而且是一直以来的要求，为何考研报名
禁用海马体照片就能上热搜？事实上，
相关机构和部门发出“不得使用海马体
照片”的提醒，并不是说报考照、证件照
等一律不得修饰，而是要把握好度，确保

能够清晰识别个人特征。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希望有张

美观的证件照，相关的公共服务也在尽量
顺应人们的爱美之心。比如，现在拍摄身
份证照片一般都可以“多拍优选”，以最大
限度实现“真实”与“美”的平衡。然而，当
对证件照的审美需求压倒了功能需求，过
度精修的证件照就会变得难以被识别、无
法被验证。有公开报道显示，在深圳等20
个城市试点实行换发补发出入境证件全
程网办至今，公安机关收到很多网友留言
反馈：上传的照片为什么总是显示“不通
过”？对此，警方披露，上传照片不通过，
最多的原因就是P图和美颜。

如今，“拍照必修图”已经成为很多
年轻人的习惯，这份强烈的需求创造出

一个庞大的市场，也营造出“美颜无罪”
的氛围。修图本身没有问题，但在涉及
身份核验等重要场合，真实仍是压倒一
切的第一需求。如同前段时间的热门话
题“精装的朋友圈，毛胚的人生”，无论人
们如何精心打造形象，真实的生活终究
不会被抹去，再怎么爱美也必须要有直
面真实的勇气。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海马体照片
所代表的审美追求，需要强化边界感。对
证件照作出要求是为了能精准识别身份，
避免让过度“美颜”的倾向影响到证件照
的正常使用。同时，拒绝海马体照片也是
对考生个人负责，避免因照片失真而影响
身份核验和考试顺利进行，有助于尽量降
低因为照片“失真”产生的风险。

海马体照片“翻车”，爱美无罪但要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