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宿想当“刺客”，法律就应为“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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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

五一假期临近，许多人都满心期待这
个长假，但也有人还没出行，就已经憋了一
肚子愤懑。

民宿旅馆坐地起价，理由千奇百怪：正
在装修、老板换了、民宿倒闭、亲戚来了
……总之就是不接待了，希望游客取消订
房。而事实上，这些经软磨硬泡推掉客人
空置的客房，往往又重新在别的平台上架，
只是价格暴涨，让人直呼“民宿刺客”。

平心而论，经过疫情，民宿行业承受着
巨大压力，许多民宿老板已经被迫闭店转
行，仍在坚持营业的终于挺到了行业复苏，
都迫切渴望在五一假期能够赚上一笔。这
本无可厚非。但是，经营之道，贵在诚信。
如果说那些在旅游高峰期价格飙涨的“酒
店刺客”“烧烤刺客”“海鲜刺客”，尚有明码
标价、买卖自由之辩词，那这种编织理由

“赶客”再行涨价的民宿店家，则实在是吃
相难看。不仅让游客的“舒心之旅”变成了

“闹心之旅”，也是在侵蚀民宿旅游的品牌，
乃至影响整个区域的旅游美誉度。

五一假期民宿毁约涨价，不仅是个为
商不信的道德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应当
在法律的范围内协商解决。游客通过平台
预订民宿，从法律视角来看，就是消费者与
经营者达成了订房合同，民宿编织理由毁

约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
者有权要求民宿继续履行原来的订房合同
并维持原价。如果民宿执意“赶客”，那除
了退回消费者订房的费用外，还要赔偿消
费者由此产生的额外损失，比如订房差价

等。构成价格欺诈的，民宿方还应赔偿消
费者3倍的损失。

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民宿酒店虽
然规模小、业务新、模式灵活，但其经营行
为同样要受到相关法律的制约。如果民宿
想当“刺客”，那么法律就应该充当好铠甲，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管是地方政
府还是旅游行业的经营主体，都应当深刻
认识到，良法善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
促进民宿业乃至整个旅游业长远健康发展
的前提。

从这个角度而言，地方政府应加大宣
传力度，使包括民宿经营者内在的广大旅
游业经营主体都恪守诚信经营之道，尊重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建立更加便捷
的纠纷投诉调节机制，让游客能够更方便
地反映旅游过程中遇到的侵权问题，争取
快查快办。须知，只有构建清朗规范的旅
游市场秩序，民宿品牌才能从“网红”走向

“长红”。
据光明网

正值雨前茶上市时节，本该亲民的绿
茶行情却非常夸张，一些品种的茶叶出现
几万甚至几百万的价格，有的茶叶品种还
有了自己的“指数”，俨然成了“金融茶”。

“炒茶客”这个词本来指拥有茶叶炒制
技艺的师傅，如今却变成了把茶叶像股票
和期货一样炒作的人。作为农产品，茶叶
每年都会生长出来，并不具备稀缺性，炒作
反而会破坏茶叶的正常流通，对茶叶的供
需都产生不利影响。一旦炒作失败，将不
得不面对巨大损失。早在2007年，就有炒
茶客因炒作普洱茶而损失惨重，有的企业
还因此倒闭。其实，与其相信炒作能赚快
钱，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产品，为消费者提供
物美价廉的茶叶，传播好我们的茶文化，吸
引更多人爱茶、喝茶，做大做强品牌，才是
生财的长久之道。 据经济日报

最近一个新鲜的概念“全职儿女”闯
入大众视野，引发全网热议。

什么是“全职儿女”？据豆瓣小组“全
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小组介绍，所谓

“全职儿女”就是一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
式，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并
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
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全职儿女”还要
像对待“老板”一样，给父母提供足够的情
绪价值。比如，有网友表示“每天给妈妈
打一小时电话”属于“基本职业素养”；父
母盼着自己考公考研，那就得保持学习状
态，满足“老板”的期待。“岗位职责”还包
括：跟父母说话态度要端正，千万不能让

“老板”觉得“吃我用我还态度不好”，父母
不让做的事情，尽量别干。

选择成为“全职儿女”的背后必然有
各种不同的推动因素，更与家庭成员的意
愿息息相关。如有的家庭要聘用保姆照
顾老人，找不到合适的可靠的人选，年轻
人干脆回归家庭替代保姆“工作”一段时
间，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还有 30 多岁
的职场人士，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后想调
整人生方向，而父母年迈也需要照顾，因

此辞职陪伴父母休整一下，对家庭和自己
来说可能都是一种不错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这些选择暂时“回归”家
庭的年轻人，在照顾长辈的同时并没有丧
失自我，有人保持自律，不断学习考编考
证突破自我；有人在休养过后重整旗鼓，
投简历找工作；有人甚至通过不断分享自
己“全职儿女”的生活，在社交平台吸引了
一波粉丝，做起了自媒体……

从肯定角度而言，随着社会不断发
展，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会更开放、更多
元，“全职儿女”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
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不同个体的选择范
围注定不一样，只要家庭美满和谐，“全
职儿女”既能尽孝，又能实现自我锻炼
和成长，也不失为一件两全其美的好
事。所以，舆论不必以异样的眼光看待

“全职儿女”，因为任何的标签式解读，
都难免会有“失真”的风险，对具体的个
案来说也未必公平。

当然，也需清醒地认识到，“全职儿
女”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确有其存在的价
值，但这样的价值不可过度拔高，年轻人
要警惕家庭成为滋养逃避心理的温床。

据东方网

近日，不少市民收到了陌生快递，快递
中的杯子上印有“优质客户回馈品”的字样
和二维码，并宣称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礼
品。然而，有人扫码后一步步落入了陷阱，
被骗走6万多元。

以蝇头小利为诱饵，引导收件人扫描
快递上的二维码、下载软件、充值垫付，完
成刷单任务，这是一种极具迷惑性的新型
诈骗。从天而降的馅饼往往是陷阱，收件
人要注意加强防范，切莫轻易扫描来路不
明的二维码。快递公司也应当从严把关，
从源头上斩断陌生快递诈骗链。

据兵团日报

近日，网上掀起一股“特种兵式旅游”
热潮，一些年轻人利用周末时间旅游，挑战
用最少的花费和最短的时间，游历最多的
景点，更让人佩服的是，舟车劳顿之余还能
按时赶车回去上课、上班。对于这种旅行
方式，网友们的看法褒贬不一。

“特种兵式旅游”的出现，是被疫情所
困的大学生们的一次集体释放。但大学生
们平时的空余时间只有周末短短的 48 小
时。时间紧、任务重，心情却极度兴奋，自
然只能学习“特种兵”，将每一分钟都用在
刀刃上，前往想去的远方。

然而，最初只属于部分有体力、有精力
的大学生的旅游方式，在火遍全网后成了
许多人争相尝试的风潮，问题也随之而
来。不少人在社交平台记录下自己的“血
泪史”——走了几万步后双腿酸痛难忍、睡
眠不足导致生病、太仓促导致体验不佳
……“特种兵式旅游”成了一些网友抨击的
对象。然而错的真的是旅游方式吗？一些
盲目跟风、不顾个人身体状况就贸然尝试
的大学生，才是应当被劝诫的人。旅游一
旦成为超出承受能力的“逞强”“跟风”“炫
耀”，就失去了其中蕴含的热烈与快乐，跟
风而行的人，能体会到的也只有疲惫与后
悔。

不仅是“特种兵式旅游”，跟风心理也
容易在其他领域出现。小到买某个品牌的
化妆品，大到跟风考公，不经思考、不结合
自身条件就随大流作出决定，迷恋于各种
经验帖、广告商渲染的表面光鲜，寄希望于

“跟风”能够让自己也成为这种光鲜生活中
的一分子，最后却落入迷茫之中。

刚刚成年的大学生，正在起步走向
成人社会，容易对未来产生迷茫和困
惑。因此，看到其他同龄人做什么、学
什么，自己也不经思考地“跟风”尝试，
旅游也好购物也罢，都是填补迷茫的手
段。然而，深陷于迷茫，却不静下心来
看清自己的位置，了解身边的世界，而
是好高骛远，盲目地追寻“远方”，这样
可能会更加手足无措。人与人并不相
同，生活也不能复制粘贴，不要忘记适
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据中国教育报

上海蔚来汽车员工陈女士最近爆料，
近半年她已加班近500小时，此前自己只
有急性肠胃炎，现在体检还发现 21 处异
常，加班期间多次发烧，还因上吐下泻三
次去过医院急诊。蔚来官方对此事尚未
作出回应。事实究竟如何，尚有待调查。
但是，职场“被加班”“连轴转”的现象确实
较为普遍，“打工人”对此早就切齿痛恨。

事实上，2022年前程无忧发布的《职
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 2022》显示，超 9
成的职场人或多或少需要加班，近85%的
职场人受到“隐形加班”的困扰。而长时
间的加班，无形中会拉长劳动者的工作时
间，缩短员工的休息时间，轻则造成劳动
者健康受损，重则可能导致劳动者死亡。
去年7月，杭州就有一名22岁女孩连续四
五天熬夜加班突发疾病进 ICU 抢救，几
天后，这位女孩不幸离世。

2021年5月17日，世卫组织和国际劳
工组织发布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超时工
作是最大的职业病风险之一，据估算，每
周工作 55 个小时以上的人，患中风的风
险会增加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
上升17%。仅一年中，全球有74.5万人死
于长时间工作。平均每分钟，就有近1.5
个人，因为加班而死亡。

倘若进一步分析，加班到底会不会提
高工作效率，让企业获得长足发展赢得

“未来”呢？此前《经济学人》指出，工作时
间更短的国家，工作效率会更高。譬如，
希腊是平均每人每年工作时长在2000小
时左右，而德国人相比之下则更加“懒
惰”，平均每人每年工作时长在1400小时
左右。但德国人每小时所产出的 GDP，
要比希腊人平均高出70%。因此，从长远
来看，加班不但不会提高生产力，反而会
降低生产效率，进而影响企业产值。显
然，从这一维度来看，希望靠牺牲员工健
康来获得发展的企业，实则难以赢得“未
来”。

当然，国内企业加班的成因相当复
杂，远超出常人的想象。正因如此，一方
面，相关部门应积极行动起来，严格督促
法律落实，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使用人单位不能“任性”，不敢“任性”，构
建起良性规范的职场生态。同时，更为重
要的是，我们更应探究的是，企业种种畸
形加班怪象背后的原因何在？如何平衡
好企业员工勤奋工作和享受休息两者的
关系？若不能从根源上“治病救人”，那
么，“打工人”的“加班之痛”恐怕永远无法
消除。 据红网

近日，四川一网友发图称吃烧烤被收
燃气费引起广泛关注。网友晒出了消费小
票，总计金额为214元，其中包括燃气费15
元。对此，烧烤店店长回应称，燃气费是固
定的15 元，每桌都收，是明码标价。这引
发了更多网友的不满。

明码标价，商家说起来振振有词，网友
直言遇到了“燃气刺客”。有人直接怒怼：
餐厅还能卖燃气，是不是超范围经营了？
哪家餐厅烧菜不用燃料的？是不是下次吃
饭都要自带煤气罐啊？怎么不把水费、电
费和房租也一起算算？

从争议来看，顾客点餐时，事先并不知
道进店吃烧烤，另外要加收15 元燃气费。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应事先告
知相关商品或服务价格，消费者有知悉接
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如果该烧烤店没
有事先告知要加收15元燃气费，而顾客要
吃烧烤，所谓的燃气费又是不能取消的“必
点项”，商家显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
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的强制性消费。

商家说，我这是明码标价，怎么是强制
性消费？这恐怕是对明码标价存在一些曲
解。客户可以直接看到商品或服务的价
格，并不意味着商家可以随意设置收费项
目，变相提高商品价格。商家固然有明码
标价的义务，消费者也有质疑收费是否合
理的权利。从常理而言，烧烤单品的费用
中，实际已经包括了采购、加工的费用，自
然也包括加工食物的燃气费。而店家对燃
气再次单独收取费用，哪怕是明码标价，事
实上已经涉嫌重复收费。这是不符合行业
规则的，对顾客而言有违公平原则。

可见，吃烧烤收取燃气费，是一种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正如消委会的律师所
说，燃气费属于餐饮成本的一部分，将其列
为单独收费项目明显不当。加工食物所需
的原料、燃料及人工，都是餐饮成本和配套
服务，不能随意转嫁给消费者。明码标价，
更不是商家转嫁成本的挡箭牌，随意涨价、
乱收费的口子不能开。 据钱江晚报

“特种兵式旅游”
盲目跟风不可取

莫轻信“扫码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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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码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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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茶“炒”变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