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铛、铛、铛……在维修车间，一名4S
店员工抄起铁锤，将一辆送修汽车原本
完好的水箱框架砸坏才停下，拍照后才
示意维修技师拆解定损。“每个车都砸，
要不然你哪挣钱去啊。”9月下旬，记者先
后应聘进入两家知名汽车品牌的4S店
卧底暗访，发现了诸多乱象。

10月19日新华网

又见记者卧底，又见熟悉的监督模
式。记者通过应聘的方式打入4S店“内
部”，发现了4S店的“商业秘密”，戳穿了
汽车维修的坑人套路。实际上，在手机
维修、家电维修等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先弄坏再修理、偷换零件等问题，汽
车维修保养中的乱象大都属于维修行业
的通病，其实质都是薅消费者的“羊毛”，
甚至还薅保险公司的“羊毛”，不但扰乱
了汽车维保市场秩序，甚至还可能涉嫌
犯罪。

记者卧底暗访的精神可嘉，也卓有
成效，我们应该感谢记者的付出。但戳
穿修车侵权猫腻，不能光靠记者“卧
底”。记者所发现的种种问题，对于4S店
或汽车维修行业而言是乱象，对消保维
权机制、保险管理机制而言，则意味着漏
洞和不足。

针对记者发现的问题线索，市场监
管部门、保险机构等应该全面深刻反思，
用更高质量的履职，举一反三地查找问
题，进一步健全相关监督机制，规范汽车

维修保养行为，积极维护消费者权益，维
护保险市场秩序。

当然，汽车维修的不少问题都具有
隐蔽性、专业性，发现问题有一定的难
度，但记者能做到的，拥有更多资源、更
强能力的市场监管部门、保险机构等更
有理由做到。

在餐饮领域有“明厨亮灶”机制，满
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对经营
者形成了倒逼规范效应。有些手机维
修商也向消费者开通了后台维修监控
系统，让维修处在消费者眼皮子底下，
处在一种透明环境中。显然，相关部门
也可借鉴上述经验，要求汽车维修商对
车辆维修保养过程进行全程视频监控，
并向监管部门、消保组织、保险机构、消
费者等开放监控通道。这样，很多汽车
维修保养的猫腻就失去了适宜的生存
环境。

监管部门也可安排或聘雇人员对汽
车维修商进行卧底调查，或者鼓励维修
商内部员工积极举报。同时，保险机构
应该加强对验损过程、修理或更换部件
的检审把关，堵住“先砸后修或先砸后
换”的骗保漏洞。

说到底，要整治汽车维修行业中的
乱象，不能依靠消费者的自保，不能依靠
经营者的自律，也不能光让记者等第三
方监督力量“冲锋陷阵”，最终，还得靠监
管“正规军”的依法履职，还得靠监管之
手的强力介入、长效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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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穿修车猫腻，不能光靠记者“卧底”
李英锋

街谈巷议

不久前，宁波市正式投入运营的47
辆插电式气电混合新能源公交车（357
路、515 路）上，配备了USB充电端口。
加装的12个USB端口，被安置在车厢中
部的6个座位旁。乘客只需随身携带数
据线，就能自助为手机充电。

10月17日《宁波晚报》

在公交车上也能给手机充电了。这
对于宁波市民来说，自然是一件幸福的
事儿。虽然只是小小细节的变化，但是
带给市民的感受却是温暖而多情的，城
市的温情，就体现在细节上，这是城市的
细节之美，温情之美，为民之美。

城市是两个字，一个是“城”一个是
“市”。城市是市民的，市民是城市的，
“城”和“市”的融为一体，才有“家”和
“民”的和谐共生。公交车提供手机充电
服务，就是让“城”成为大大的“家”。

如今是一个强大的信息时代，强大
的网络时代，说“离开手机寸步难行”并
不为过。比如，需要用手机支付公交车
的费用，需要用手机提供“健康码”等等。

作为城市的一种市民选择度比较高
的交通出行工具，公交车上提供手机充电
服务，彰显的是这个行业的主动担当，主
动作为，也是“为民服务零距离”的需要。
对于公交公司而言，在公交车上提供手机
充电服务，自己并不需要付出太多，而对
于市民而言，则享受了更好的服务，这种

“花钱不多的小投资”换来的是“整体形象
的大美好”，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好事情。

城市的温情，就需要在细节上刻画。
让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在“为民服务零距
离 ”的倡导之下，如今很多小细节都体现
出了大温情。不论是广场的“免费雨伞”
还是街头的“环卫驿站”，不论是景区的

“便民药箱”还是车站的“针头线脑”，不论
是办事大厅的“免费茶水”还是行政机关
的“厕所开放”，不论是机关单位的“车位
共享”还是环卫公厕的“免费手纸”，都在
用细节服务刻画着城市的温情。

城市温情之美就在细节上。公交车
提供手机充电服务，事儿不大，却是民生
情怀的体现。注意细节的城市，才是最
美的人民城市。

“公交车上手机能充电”，在细节上释放城市温情
郝冬梅

三江热议 今年，浙江宁波市将再推
1万块“共享稻田”，每块100
平方米，认领价格1000元。
认领市民可获得50公斤优质
大米，并能享受到一对一的

“私人定制”服务。“共享稻田”
位于吉林延边州和龙市东城
镇光东村，该村是延边地区最
大的水稻种植基地，当地生产
的大米晶莹剔透、自然清香、
软滑爽口、营养丰富。

10月18日《宁波晚报》

“共享稻田”作为一个新
鲜概念，本质上是一种“订单
农业”；农民经历播种、插秧、
灌溉、施肥等各环节辛苦收获
的大米，不再直接销售给中间
商，而是早已经被“私人订
制”；虽然这些米比一般的大
米贵一些，但消费者却可以通
过“共享稻田”吃到更放心、更
有品质的大米。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
革，在水稻传统种植的基础
上，走高端化、个性化的“订单
农业”模式，且作为消费扶贫
的一个举措，“共享稻田”不仅

提升了精准扶贫的公众参与，
也让农民在土地上得到了更
多的回报和激励，让承载着农
民情感和认同的土地真正成
为“希望的田野”，实现了双方
的互利共赢。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
化的当下，不同的消费者既有
不同的经济实力，也有不同的
消费文化。“共享稻田”满足了
消费者分层化、差异化的消费
需求，精准地把握了市场。

1000 元 50 公斤优质大
米，显然比一般的大米贵了一
些，为何？全程绿色种植的农
田，大米产量自然会少一些，
价格贵一些在所难免。在消
费社会，“酒深也怕巷子深”，
延边和龙的农户也曾经遭遇
好大米卖不出去、卖不去好价
格的尴尬；消费者即使愿意多
花钱，面对实体商超和互联网
上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大米
也难以筛选和甄别，而“共享
稻田”实现了供需两端的有机
衔接和良性互动，为农业现代
化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生动
样本。

“共享稻田”是一个可借鉴的生动样本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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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浙江杭州市萧
山区一小伙去一家公司
面试，结果聊了不到一分
钟就结束了。小伙当时
就懵了：我话都没讲就赶
人走了？这么直接？我
填表等你那么久，面试不
超过1分钟。在得知
小伙子家里是拆迁
户之后，负责人迅速
结束了面试。
10月19日小时新闻

拆迁户求职
遭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