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将至消费避“坑”指南要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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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直播”需要保持“边界感”
江德斌

以“爸爸成绩单”
唤醒沉睡的父爱
王军荣

“网红探店”滤镜碎了一地？“超值套餐”
暗藏强制消费？“盲盒”爆款可能是智商税？
新消费形态花样百出，但也要小心暗礁，以
免陷入商家的消费套路！“五一”假期到来之
际，中国青年报结合政策新规、热点案例，出
炉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助你一键识别套路
话术、拆解隐藏条款、预警高风险场景，炼就

“火眼金睛”。 4月29日《中国青年报》

“五一”假期将至，各大商家早已摩拳
擦掌，准备迎接这场消费盛宴。从网红探
店到直播带货，从“超值套餐”到“盲盒”经
济，各种新消费形态层出不穷，令人眼花
缭乱。然而，在这片消费狂欢的背后，却
暗藏着无数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中国
青年报近日发布的消费避“坑”指南，犹如
一剂清醒剂，提醒我们在享受消费乐趣的
同时，更要警惕那些披着“优惠”外衣的消
费套路。

消费陷阱的“进化论”令人咋舌。从传
统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到如今的“先用后
付”“免密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暗藏风险；
从简单的假冒伪劣，到复杂的“健康食品伪
科学”营销；从线下实体店的强买强卖，到跨
境购物、知识付费等新兴领域的“甩锅”行
为，不得不说，商家们的“创新”能力似乎都
用在了如何更隐蔽地“套路”消费者上。

从某个角度来说，当代消费文化已经异
化为一场“坑”与“防坑”的博弈。商家们深

谙消费心理学，利用年轻人追求速成健康、
速成美丽的焦虑，制造“零糖”“零卡”等伪概
念；利用消费者贪图便宜的心理，设置“优惠
价”不优惠的陷阱；利用信息不对称，在自动
续费、隐藏条款上做手脚。更令人担忧的
是，这些行为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坑文
化”产业链，从话术设计到技术实现，从法律
规避到责任推脱，环环相扣，让普通消费者
防不胜防。

面对如此局面，消费者需要重建理性的
消费价值观。消费本是提升生活品质的手
段，而非被商家牵着鼻子走的盲目行为。“五
一”假期，我们更应警惕在“节日特惠”的喧
嚣中迷失自我。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的政
策新规固然重要，但消费者自身的觉醒才是
根本。从检查商品资质到细读合同条款，从
理性评估需求到留存消费凭证，这些看似琐
碎的“防坑”动作，实则是现代消费者必备的
生存技能。

在这场消费主义的盛宴中，我们既要
享受现代商业文明带来的便利，也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眼光。“五一”假期不
该成为“踩坑”的高发期，而应是理性消费
的实践场。记住，最好的消费不是买了多
少便宜货，而是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
白、物有所值。在这个意义上，消费避

“坑”指南不仅是一份实用手册，更是一面
镜子，照出了当代消费文化中那些需要我
们去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近日，有网友发帖反映，某餐饮店在直
播时，拍摄到了顾客用餐的画面。网友觉得
不适，表示不想再去该门店用餐。此帖发出
后，引起了热议。有网友表示“很烦这类直
播行为”“想宣传店铺，摄像头对准店铺里的
菜就好了”。律师表示，公共场所非无隐私，
直播需对方同意。 4月28日红星新闻

在当下直播盛行的时代，各行各业都将
直播视为生产力工具。餐馆开直播的初衷
就是营销引流，通过展示店内环境、菜品和
服务，试图抓住一波流量，聚集市场人气，跃
升为“网红打卡店”，提升知名度和效益。但
是，部分商家将消费者当成“免费演员”，未
经同意就将镜头对准用餐者，甚至清晰展示
其面部表情、交谈场景，使消费者在毫无防
备的情况下被网络“围观”，实则并不妥当。

从法律层面来看，这一做法明显越过了
边界。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
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隐私权。而在“餐馆直播”事件里，餐馆为招
揽生意直播顾客用餐画面，且未获顾客许
可，已然构成侵犯顾客的肖像权、隐私权。
正如律师所言，即使身处公共空间，消费者
仍有权拒绝成为“营销道具”。

而且，“餐馆直播”欠缺对他人的基本尊

重。消费者在餐馆用餐的同时，也期望拥有
相对私密的空间，不愿意自己的吃相、交谈
场景被展示在直播间，成为被网友围观、评
头论足的对象。不仅是餐饮业，近年来很多
服务行业的商家，都采用了直播营销模式，
将营业场景和顾客暴露在网络上，其中不乏
涉嫌侵犯肖像权、隐私权的情况，诱发了诸
多消费纠纷。

“商家直播”的边界感缺失，根源在于商
家盲目追逐“流量至上”，试图将流量转化为
商业利益，却将顾客的权益搁在一边。直播
作为一种新兴营销方式，确实能为商家带来
流量和关注，但是，直播并非常规的营销手
段，没有“边界感”的直播只会引发大众的抵
触情绪。因此，商家开直播时，需要保持“边
界感”，可在显著位置贴上标识、告知顾客，
并将镜头只对准柜台、员工等小范围，不要
将顾客摄入镜头之内。

网络平台需承担起管理责任，加强对直
播内容的审核，建立便捷的投诉机制，让消
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处可诉。行业主
管部门对于侵犯他人权益的直播行为，应
及时采取责令改正、批评警告等措施，规范
市场秩序。此外，消费者也要提升维权意
识，当发现权益被侵犯时，要站出来提醒商
家，自己是顾客，是该被细心服务的“上
帝”，而非“免费演员”，并勇于运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爸爸，您太少笑了，明明您在回妈妈消息的时候
很幽默，为什么在我面前板着脸呢？我希望您多笑
笑！”这是北仑区长江小学402班李辰蕙小朋友在“爸
爸成绩单”上写的评语，爸爸也给辰蕙留下一封信：

“我会在家里保持微笑，露出八颗牙齿。”这是北仑区
长江小学家长会上的一幕，是一场关于父爱的“摸底
考试”。 4月29日《宁波晚报》

“孩子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孩子最大的烦恼
是什么？”这些看似普通的题目，却让不少父亲难以给
出正确答案。“爸爸成绩单”如同明镜，清晰映照出父
亲对孩子成长细节的陌生。而孩子们在成绩单上写
下的评语，更是令人动容——这份成绩单以充满创意
的方式，唤醒了沉睡的父爱。

在许多家庭中，父亲因工作压力等原因，常常在亲
子教育中缺席。为此，一些学校采取了特殊措施：有的
规定周三必须由父亲接送孩子；有的要求家长会中父亲
至少出席一次，甚至专门召开父亲专场家长会。这些举
措的目的，均在于唤醒父爱。但从现实来看，唤醒父爱
并非易事，仅凭一两次活动，很难达到理想效果。“爸爸
成绩单”却另辟蹊径，它让父亲们重新审视自己，意识到
对孩子关爱的不足；同时，也为孩子提供了表达对父爱
渴望的契机，促使父亲直面自己在情感陪伴上的缺位。

父爱不应仅仅是给予孩子物质保障，更需要对孩
子生活的深度参与，要多些倾听、陪伴与理解。“八颗
牙微笑”的承诺，看似简单，实则是父亲们决心改变的
起点，是父爱被唤醒后的具象化表达。

“爸爸成绩单”引发的父爱唤醒行动，具有深远的
现实意义。一方面，它让社会更加深刻认识到父爱长
期缺席的危害，因为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无可替
代，其坚韧、幽默与大局观，是塑造孩子人格的关键养
分；另一方面，它促使众多父亲进行自我反省，即便工
作再忙碌，也应抽出时间陪伴孩子，给予孩子健康、完
整的爱。值得称赞的是，与“爸爸成绩单”配套的“爸
气课堂”“超人运动会”等活动，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促使父亲陪伴孩子，在共同学习、运动的过程中，建立
起深厚的亲子关系，使父爱从抽象的概念，化作日常
生活中一个个温暖的瞬间。

“爸爸成绩单”不仅是一份简单的评价表，更是唤
醒父爱的催化剂。它时刻提醒着每一位父亲：在孩子
成长的道路上，父亲的参与和陪伴至关重要。唯有唤
醒沉睡的父爱，才能让每一个孩子在父母完整的关爱
下，成长为自信、勇敢且充满爱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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