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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又到一年高考中考时，为了

不打扰考生复习备考，上海一群

大妈组织了一场独特的活动——

在夜店内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

消息传出，这群大妈获得了广泛

关注和赞赏。

孩子们平时读书辛苦，如今

到了关键一刻，尤其是高考生们，

“成败在此一考”。大妈们深明大

义，停跳室外广场舞，给学子创造

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这既是对

高考最大的支持，也体现了大妈

们对孩子们浓浓的爱，这是大妈

们“最美的姿态”。

广场舞既强身健体，又舒缓

疲劳，还可以联络人与人之间感

情、增进友谊，因此受到很多老年

人的喜爱。但由于广场舞规模较

大、持续时间较长、音量较大，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场地周边居民的

正 常 生 活 ，广 场 舞 成 了“ 扰 民

舞”。跳惯了广场舞的大妈们，如

果一天不跳，就浑身不舒服。因

此，在一些地方尽管遭到周边居

民强烈反对，很多大妈还是一日

不休、从不间断，从而引发了许多

矛盾和冲突。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广场舞

大妈往往比较强势，经常不顾及

周边居民的感受。周边居民忍无

可忍之下，也常有过激之举，有对

跳广场舞大妈泼粪的、有架起高

音喇叭对抗的、有大打出手的

⋯⋯不少围观群众还拍手叫好，

可 见 有 的 广 场 舞 大 妈 有 多 招

人厌。

而上海的这群大妈为给学生

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广场舞从

室外跳进了夜店，虽然要增加一

些费用，但为了孩子的前途，她们

是主动为之。这说明，这些大妈

并非不讲道理，在关键时候能顾

全大局。这些大妈们的做法，值

得 其 他 地 方 的 大 妈 们 效 仿 和

学习。

广场舞什么时候跳、如何跳、

在什么地方跳，这不是个人的私

事，必须以不干扰或尽可能减少

对别人的干扰为最大考量。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精神

需求层次和自我认知价值越来越

高，就越来越希望得到理解、受到

尊重。上海这些广场舞大妈将室

外广场舞转移到夜店内，说明她

们与周边居民之间已经做到了互

敬互谅。

同时，这事也给各地对广场

舞的管理提了个醒：一方面要对

广场舞的最高音量、活动的具体

时间等有所限制，组织专人对各

个广场舞点进行巡查，接到举报

或发现问题及时干预；另一方

面，要为广场舞大妈找到合适的

场地，比如开放一些运动场馆

等，不应该对广场舞大妈抱有偏

见，要把她们当成“自己家的大

妈”，以心换心。这样，大妈们也

会把周边居民的孩子们当成“自

己家的孩子”，那我们的生活环

境就会变得更加友好、宽容和

温馨。

愿高考期间，其他地方的大

妈们也能像上海的广场舞大妈们

那样，展示出最美的姿态。

“广场舞改在夜店”是大妈们“最美的姿态”

付彪

近年来，互联网上悄然流行起“网络算命”，像人工智能看面

相、专业软件看指纹、手机 APP 判断星座“运势”等等，网站、小程

序、自媒体平台等渠道都有相关内容。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个人

以此为噱头引流，打造小有名气的“网红”。“网络算命”方式多种

多样，收费也普遍偏高，多在千元以上，有的甚至半小时咨询收费

高达上万元。此外，还有价格不菲的所谓“消灾物品”，其定价也

远超市场同类产品。

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借助人工智能看面相、专业软件看指纹，

还是通过手机APP判断星座运势等，“网络算命”的内核依然是封

建迷信。“网络算命”打着科学的旗号，宣称具有技术的加持，往往

使其更具有欺骗性、迷惑性，潜在危害不容小觑。据报道，“网络

算命”已形成固定套路和专门话术，且催生出一条分工专业的“产

业链”，其中包括营销、中介、客服等多种角色。“网络算命”的最终

目的还是“算钱”。除了骗取钱财，“网络算命”还存在泄露个人隐

私的风险。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对“网络算命”趋之若鹜，以求获得心

理安慰。尤其是随着大数据、高新技术的引入运用，很容易让一

些人在网上迷失方向，不知不觉掉入了商家故弄玄虚的套路中。

而常见的“网络算命”通常需要提供姓名、出生日期、个人照片甚

至身份证号等个人隐私信息，如果商家和个人收集这些信息并将

其打包出售，则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致使个人财产等利益受损。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禁止利用邪教、会道门、迷信活

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

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规明确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宣

扬封建迷信。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也明确要求，加大封建

迷信和不良现象整治力度，持续清理鼓吹炒作封建迷信陋习的帖

文、视频信息，处置提供算命、占卜违规服务等问题。

在一些地方和领域，“网络算命”已存在较长时间，违法属性

也十分明显。尽管相关整治在不断推进，多地针对此类活动进行

了多次打击，但总体而言，整治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效果不

能令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部门在监管执法中常面临违法

主体追溯难、电子证据收集固定难、电子数据审查难等技术问题，

有些超越了执法人员的知识范围。总体而言，当前整治“网络算

命”面临着严峻紧迫的形势，亟须加强综合治理，给“网络算命”戴

上法治“紧箍咒”，让算命等迷信和诈骗活动在网络空间无立足之

地。

针对“网络算命”泛滥的问题，有必要从国家层面推动立法和

相关法律的修订完善，进一步明确各方法律责任，各地也应及时

制定实施细则，使监管执法有法可依。特别是，要加强平台违法

信息监测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电子数据取证技术等方面能力建

设，以及基层执法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技

术水平。针对“网络算命”等迷信和诈骗活动呈现的新花样，与时

俱进地完善监管执法措施，坚决斩断其分工专业的“产业链”。

同时，还应弘扬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倡导科学精神，注重提供

专业的心理疏导，帮助社会公众认清“网络算命”的危害性，提高个人

的科学素养，提升自觉抵制和防范“网络迷信”的能力。

给“网络算命”
戴上法治“紧箍咒”

2023 年 高 考 是 新

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

后的首次高考。

记者了解到，5 月底

至 6 月初，已有黑龙江、

江苏、云南、北京、上海

等多个省市的教育考试

机构向当地高考考生致

公开信，提醒考生注意

个人防护，尽量不去人

员密集场所，当好自身

健康第一责任人。

新华社 徐骏 作

提醒考生注意提醒考生注意

特约评论员 王立

电商交易中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目的

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有人却利用这

一规定薅羊毛，演出服“用完就退”。譬如

最近有媒体报道，某卖家称被退货的衣服

都是“六一”儿童节表演服，退回来的衣服

都已经被穿过并沾染了汗臭、口红印等污

渍。甚至有群体专门研究如何成功将穿过

的礼服退给商家，并作为“成功案例”广为

宣传。此事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网购交易日益普遍，此类事件常有发

生。商家和一些网友认为，用完就退是占

便宜。有些网友则认为，符合“七天无理由

退货”的规定，无可厚非。还有观点认为，

这样的做法合法但不合理，“很不厚道”。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合理，也不

合法。

“七天无理由退货”，又称后悔权或冷

静期制度，是指消费者在某些购物方式下

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可以无理由退

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5 条规定，经

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

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

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消费者的“后悔权”，其核心特征在于

“无理由”。传统市场经济遵循合同自由、

意思自治原则，但俗话说“买的不如卖的

精”，商品交易常常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

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的前提应当是信息透

明，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才能得到充分保

障。现实中的很多消费者往往冲动消费，

但在商品质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又无法退

换货。因此消法赋予消费者“后悔权”的目

的，实际上是给了冲动消费者一次后悔的

机会，消费者“后悔权”是对合同自由和意

思自治原则的一种修正。

然而，消费者后悔权的行使前提是

——“商品完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5 条在规定消费者享有“反悔权”的同时，

也明确规定“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

好”。2017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的《网络购

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 8 条

也作了同样规定，并予以细化：商品完好主

要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

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超出查验和确

认商品品质、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商

品价值贬损较大的，视为商品不完好。服

装、鞋帽、箱包、玩具、家纺、家居类商品的

具体判定标准为：商标标识被摘、标识被

剪、受污、受损。上述事件中，那些沾染了

汗臭、口红印的演出服应当被视为“不完

好”。商家有权拒绝这样的“无理由退货”，

拒绝返还价款。

如果“不完好商品”也可以退，本质上

薅的不是经营者的羊毛，而是其他消费者

的羊毛。“不完好商品”退货成功后，卖家需

要对该商品进行清理和修补，并进行二次

销售。这个过程增加了商家的不合理成

本，在二次销售中必然增加商品的整体价

格，受损的仍然是消费者。这是经济规律

使然。法律不会任由那些不诚信的消费

者，侵害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法律是利益平衡的技术。《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在规定消费者具有“后悔权”的

同时，也限定了其适用边界，并非所有的

商品交易都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后悔

权仅适用于网络等远程购物方式，消费者

直接到商店购买的物品，不适用该规定。

另外，后悔权的期限是七日内，且根据商

品性质不宜退货的商品不在此列。消费

者也需要为“反悔”埋单，承担退货的运

费。

需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3月1日发布了《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该解释

第 3 条对于“拆封不必然影响商品完好”的

原则也进行了明确，即因检查商品的必要

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完好

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仍应适用无理由退货

制度。

自由的边界，是不能影响他人的正当

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无边界的权利，不

是合法权利。

消费者利用“后悔权”薅羊毛，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