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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刺客”
有违明码标价诚信原则

2022 年夏天，“雪糕刺客”一词走热。

消费者用其来形容一些高价雪糕平时“藏”

在冰柜里，待结账时才发现其价格高得超出

预期，感觉被“宰了一刀”。此后在社交平

台，还出现了“水果刺客”“文具刺客”等，这反

映出消费者对一些价格虚高的“普通商品”

的讽刺，也显示出消费者对现实生活中存在

未明码标价、计量单位不统一、价签不规范

等问题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满情绪。

舆论认为，“价格刺客”就是利用不规

范标价等各种手段，将一些高价商品伪装

成普通商品，从而“套路”消费者买单，实质

上是一种变相价格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2022 年 7 月，市场

监管总局公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

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

进行明码标价，明确标示价格所对应的商

品或者服务。此规定被誉为可有力回击

“价格刺客”的“价格卫士”。

预制菜产品品质等
存在侵权隐患

2022 年 7 月，有媒体报道称，一些消

费者发现自己在餐厅花大价钱消费的菜

肴，换个环境出现在超市的冷柜中可能只

需要三分之一的花费。还有一些消费者在

消费后发现餐厅菜品是用预制菜制作的，

感觉受到了欺骗，认为自己奔着“现做餐品

的烟火气”而来的消费初衷落了空。目前，

对于使用预制菜，尚无哪家餐厅主动在就

餐前告知消费者。

中消协指出，对于预制菜，消费者的争

议之声日益增多。这一方面在于当前消费

者在餐饮选择上追求高效便捷的同时，愈

发重视安全和营养，而预制菜却屡被曝出

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口味欠佳、标识信息标

注不全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一些餐饮商

家或有意或无意地隐瞒了餐品由预制菜制

作的情况，导致希望品尝厨师现炒餐品的

消费者感觉“受到了欺骗”。

对此，舆论呼吁，有关部门、行业协会要

探索构建预制菜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共同研

究制定预制菜相关标准，守牢食品安全底

线，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使用预制菜

的餐饮企业也要做好告知工作，以保障消费

者知情权、选择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主播售假
暴露直播带货侵权乱象

直播带货是当下购物的热门方式，但

消费者心动于直播间内物美价廉的商品

时，也面临着假货带来的权益受损的困扰。

中消协发布的《2022 年“双 11”消费

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直播销售乱象成

为消费者维权焦点之一，假冒伪劣、货不对

版、优惠差异等是主要问题。从央视“3·
15”晚会曝光翡翠直播售假骗局，到短视

频平台头部主播接连遭“打假”，诸多争议

事件暴露直播带货售假引发消费乱象。

舆论认为，规范直播电商行为，需要完

备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违法成本。有关部

门应秉持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

处直播带货中的违法行为，对带货主播、直

播平台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此外，各类平

台也需强化自我管理、压实监管责任；商家

和主播要坚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

平台“保价”服务
被指“套路”消费者

保价服务成为 2022 年各大电商平台

在“双 11”促销活动中的宣传重点，但其实

施成效却引发舆论质疑。不少商家的保价

服务事实上附加各种条件，有的将价格先

升后降，有的修改商品链接逃避保价责任，

有的随意设定满减规则，不仅使得消费者

“雾里看花”，还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隐患。

中消协指出，保价服务的初衷本是让

消费者吃下价格“定心丸”，但“双 11”期间

多起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显现出公众的担

忧——保价服务成为电商平台和商家的又

一种营销手段，而不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有效途径。不仅没有提升消费体验，反而

多了一个“消费陷阱”。因此，平台和商家

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明示保价除外

情况，不断完善保价制度。

《工人日报》

“价格刺客”有违明码标价诚信原则；预制菜产品品质及应用场景存在侵权隐患；主播售假问题暴露直播带货

侵权乱象；电商平台“保价”服务被指“套路”消费者⋯⋯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2022

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报告。该报告显示，2022年，消费领域一些侵权“新问题”与“老毛病”叠加，影响消费者

消费体验，给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带来挑战。

“价格刺客”频现、餐馆用预制菜不告知、电商“保价”存套路⋯⋯

消费领域的这些“坑”，你踩过吗？

《半月谈》

4 年时间，一个人可以做多少事？95

后女孩景梓欣用9份实习和兼职经历交出

了自己的答卷。课外辅导机构、酒店、广告

公司、慈善机构⋯⋯多个行业、线上线下，

都曾留下她奋斗的身影。

曾有一个月，即将研三的陈文梓十分

忙碌。白天，她要去银行坐班实习，晚上、

周末以及其他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她都要

查找资料，撰写报告。如此紧凑的安排，并

不是因为银行的工作多么繁重，也不是因

为她的课业多么紧张，而是由于除了银行

外，陈文梓还同时在某行业协会做线上实

习生，力求将时间的价值调至最大化，快速

了解多个行业。

不同于求职季的就业准备，金融专业

的刘蕊直接将实习提前至大二暑假。某券

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学校研究所实习生、

咨询公司实习生⋯⋯短短一个假期，刘蕊

三重身份加身。

和她们一样，如今选择多线并行实习

模式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为什么会选择

多线并行？多线并行之下，他们的生活究

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多份实习，加倍体验

起初，景梓欣实习的目的只有一个：搞

钱。彼时的她，急切地想要大声宣告：“我长

大了，可以赚钱养活自己了！”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实习经历的增加，景梓欣选择实习的标

准也慢慢发生改变。薪资渐渐退居二线，工

作挑战性和公司对实习生的培养逐渐拔得

头筹，以期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助力。

“焦虑”是陈文梓选择实习的代名词。

研三正是即将毕业、走入社会的关键时

期。未来之路，该何去何从？陈文梓茫然

不知。她没有与本专业相关的实习经历，

对很多职业充满好奇。此外，考公结果未

定。最后，她决定多线并行。

“实习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说很重

要，很多同学在大二甚至大一就开始实习

了。”在刘蕊看来，线上实习的任务派发时

间间隔较长，可支配时间较多。“闲下来的

时候你真的会去看书吗？可能也不会。”她

表示，既然如此，不如就多找一点活儿，把

自己的时间填满。

为什么有的学生会选择多线并行的实

习模式？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工商与

人力资源管理系教师来半分认为，这和互

联网等行业的发展以及整体工作环境的变

化有关。有些工作不需要面对面，在线上

即可完成。而线上实习自由度较大，为学

生在短时间内进行多重尝试提供了可能。

“很多人觉得实习越多，择业时竞争优势越

大。”她表示，由于课业安排或未做好职业

规划等原因，有些人可能无法在理想的时

间内获得时间较长或高质量的实习，就会

尝试多线并行。

多线并行的难点：寻找平衡点

多份实习并行，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

并不简单。从时间分配，沟通反馈，甚至再

到实习结束后的简历撰写等，考验不断，一

不小心便会跌入深渊。

因未及时辞职，意外度过一周多线并

行实习期的学生小舟回忆，那段时间十分

难熬。“我很害怕两份工作都做不好，特别

是当两边的带教老师同时找我时，我就会

手忙脚乱。”

面对任务冲突，陈文梓显得淡定许多。她

的线上实习每周三上午10点都要开会，正好

是她在银行工作的时间。不忙时，陈文梓就会

偷偷跑出去，参加线上会议。咖啡厅、厕所都

是她的参会场所。如果正赶上有工作需要处

理，陈文梓就会拜托团队同事，帮忙回答会上

的问题。

虽然两份工作偶有冲撞，但陈文梓始终没

有告知银行同事，以免显得对待工作不认真。

景梓欣则有一次被领导发现的经历。

大四时，她在广告公司实习，正是实习到转

正的考核关键期。领导发现她总是在做一

些如编辑推文、排版等和实习无关的工

作。“有一天，领导很正式地对我说，你应该

把时间花在你现在的工作上。”景梓欣深以

为然，立即结束了另一份实习。

在多线并行过程中，如果几方的任务

或时间发生冲突怎么办？来半分表示，学

生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站位，学生的主要任

务是学习，要在完成课业任务的基础上，再

进行实习。“实习的一个前提是，用人单位

认为实习生的学历过关，看重‘大学’的这

一部分。如果你恰恰因为实习耽误了学

业，就是本末倒置。”来半分建议，学生可以

利用寒暑假进行实习，既可以保证时间，也

能避免冲突。

来半分表示，对于大部分不了解职场

的大学生来说，多线并行的实习模式确实

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的一种途径。但不

易于合理分配时间，在学习与实习中寻找

平衡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很多课并不是上

完就结束了，课外还会有课程作业、小组讨

论等，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去准备的。”如

果学生过多投入到实习之中，也许会对学

业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实习并不是丰富简历的唯一途

径，学生没必要只把目光锁定在实习上。

一些高质量的校内活动，如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经济案例分析大赛等，不仅可被提

炼成项目经验，还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团队

意识、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回顾自己的实习经历，陈文梓表示，在

同样的时间内能获取到更多的信息，是一

件幸福的事情。

景梓欣认为，多线并行可以让人在短

时间内有较大的成长，有利于锻炼沟通能

力和突发事件处理能力。不过，同时想很

多事也意味着你无法将精力 100%投入到

一件事中，最终导致你只学到皮毛，“什么

都会，但什么都不精”。最重要的是，她发

现由于自己将过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

忽视了对家人和朋友的陪伴和沟通。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刘蕊表示自己会

专注于第一份实习。“我会从第一个月开始

就认真干活儿，及时反馈，有不懂的就问，

努力增长见识和锻炼写作能力。这样，实

习的收获会更大。”

学生寻找实习，受到实习内容、公司背

景、学生当前的发展阶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来半分认为，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由

于学习的专业课不多，想要找到专业实习并

不容易。“如果你想练练胆子，可以选择去肯

德基、星巴克等服务业工作。在那里，你可

以和人打交道，处理一些特殊事件，接触社

会，有助于提升你的抗压能力。此外，你还

可以通过参加学生活动，积累经验。”

至于高年级学生，来半分推荐他们去

一些专业度更高的岗位和公司实习。“这里

的‘专业’不一定是你学的专业，也可能是

你感兴趣的领域或者方向。”通过实习，了

解行业与自身的适配度。

来半分不建议学生采取多线并行的实

习模式，在她看来，比较好的模式是：学生

先把课内的专业或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学

好，夯实基础，再进行实习。实习可以适当

开展，但不应占用过多的学习时间。

如果学生坚持在实习时多线并行，来

半分建议首先要考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能够同时兼顾，这是可行的。反之，则

要有所取舍。（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文梓、刘

蕊、景梓欣、小舟均为化名）

实习经验真的越多越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