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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时代观点

自助餐“男女有别”商家有失厚道
文 / 苑广阔
听说过女士自助餐吗？男

士进店消费要多付钱。眼下，
武汉出现了这样的区别对待
性别的自助餐厅，引来客流的
同时，还引来了争议。“这是
不是歧视我们男士啊？”有些
男性消费者对此感觉不舒服，
商家此举难道是嫌男士胃口
太大？（10月21日《武汉晚报》）

进的是同一家餐厅，吃的
是同样的饭菜，但是付钱的时
候，价格却“男女有别”，男士
要比女士多付 5元钱。客观地
说，5 块钱对现在的人来说不
算多，所以部分男性消费者也
不在乎，商家让掏钱也就掏钱
了，但是多数男性顾客在乎的
不是多掏 5 块钱，而是感觉商
家这种“男女有别”的做法涉
嫌消费歧视，甚至让人在情感
上受到伤害。因为商家让男性

消费者比女性消费者多付 5 块
钱的潜台词，有嫌男性吃得多，
胃口大的意思。

尽管男性中也有饭量小的，
而女性中也有“大胃王”，但一
般来说，男性的饭量确实比女
性要大一
些， 可 是
这不能成
为自助餐商
家向男性
消费者多
收钱的理
由。 之 所
以说商家
这种做法
可能会给部分男性消费者带来
情感上的伤害，是因为在当今
这个以身材匀称、苗条为美的
社会，几乎很少有人愿意别人
夸赞自己能吃，自然也就不愿
意商家通过对自助餐价格的“男

女有别”来暗示男士更能吃。
举个例子说，有个人容貌欠佳，
尽管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都知
道这个事实，但是如果你当面
说他长得不好看，很丑，还是
会引起他的反感，会对他造成

伤害。
所 以

说， 商 家
这种做法，
看似会吸引
一 部分女
性消费者，
但同时也势
必 会流失
一 部 分男

性消费者。而且对于男女情侣
来说，很可能会避免受到这种
性别上的歧视而放弃到这样的
餐厅就餐，对商家来说这是得
不偿失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自助餐

价格“男女有别”也经不起法
律的考量。新的《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者
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具体
说来，就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和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利获
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
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
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而
吃同样的自助餐，价格上却“男
女有别”，显然不是一种“价格
合理”的表现，有侵犯消费者
公平交易权的嫌疑。

不管这家自助餐厅实行价
格上的“男女有别”是炒作噱
头也好，还是认为男性顾客比
女性顾客吃得多，所以该多收
钱也罢，这种做法都是充满争
议，不得人心的。如果有消费
者拿起法律维权，商家恐怕要
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
还是尽快纠正，厚道经营的好。

■一针见血

“悬崖自拍”
该为教训买单
文 / 司马童

 10 月 20 日上午 10 点多，江苏溧阳市
一名二十岁小伙攀爬燕山公园内的一座山，
不幸被困半山腰。让救援人员感到惊讶的
是，被困一小时内，小伙并不着急，反而
希望救援人员给他拍照留念。经过救援人
员三个半小时的紧张施救后，最终成功将
他救下。（10 月 21 日《现代快报》）

一个有点儿登山爱好，却并没有参加过
攀岩培训等活动的年轻人，因为觉得无聊，
就放弃拾阶而上，干脆选择徒手攀爬，结
果爬到离地数十米高的一半位置进退两难，

“挂”在那儿险象环生。这还不算，险则险矣，
他倒真是“临危不惧”，一手抓着树枝，一
手不忘拿着相机玩自拍，根本没想到要及时
报警；倘若没有公园里人发现情况有异迅速
拨打了119，真不知这“悬崖边的自拍”会
拍出啥后果。

一个年轻人心血来潮的徒手攀爬，最终
还是靠着多名消防队员历时数小时的辛苦救
援，才化险为夷、平安“落地”，这当然尚属
幸事。但换个角度思之，这何尝不是由于小
伙子冒失加冒险的举动，而无谓占用和消耗了
不少的公共救援资源。媒体报道称，被救小
伙攀爬遇险时还玩自拍，竟然是为到时好在
微信朋友圈上炫耀一番；后来，见围观者越
来越多，小伙便离开了现场。面对新闻主角
的如此“出场”与“退场”，我总感觉有些不
够“完美收官”。换言之，类似“悬崖边的自拍”
这种闹剧，难道不需要一种该为教训买单的
惩戒教育机制吗？

事实上，只要稍稍关注媒体新闻，近些
年来，关于各地救援遇险驴友事件频频发生，
进而引发的占用公共资源的争议，早就此起
彼落、屡见不鲜了。譬如，河南两名驴友探
险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未在当地有关部门备
案，“偷登”探险几酿不测；北京警方两次出
动警用直升机营救被困山中的迷路驴友，共
成功救出56 名驴友；福建一游客在攀登四
姑娘山三峰时跌下了山崖，景区派出6 批共
计45人参与搜救……越来越多的人士认为，
追求挑战要从确保安全出发，不能把探险变
成冒险、开心变成伤心。更何况，救援产生
的各种耗费，并不仅仅是点赞一下搜寻勇士
的正能量精神，就足以轻松抵消了。

说“悬崖边的自拍”该为教训买单，倒
不是无视遇险者往往也是纳税人一员，同样
有着使用公共资源、享受公共服务的社会权
利；而是讲，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闯关”“探
险”行为面前，冒险者的身陷险境、接受营
救，的确存在着“无事太胆大”的个人之失。
作为成年人的他（她）们，要使其真正明白
吃堑长智，除了好言相劝，就未必不可利用
经济杠杆，采取部分买单的教育警示。

的确，探险旅游、户外运动，堵不如疏。
笔者所说的设置一种“为教训买单”的惩戒
教育机制，说到底，也是形式大于实质，其
主要目的，仍在提高人们的自我提醒和约束
意识。这方面，有关专家的建议值得一听，
户外运动伤亡事故频发，主要缘于人们对户
外运动危险性的认识不够。因此，我国应尽
快补上法律条文的短板，政府有必要把探险
旅游、户外运动的营利性组织者、商业机构
等纳入法律监管轨道，从法律层面对户外运
动进行管理、规范和处罚。当这种“法治探险”
的观念日益提升之时，像年轻小伙“悬崖边
的自拍”这种可笑又可忧之事，或许才会慢
慢变少、日渐式微。

■社会观察

文 / 钱夙伟
对陕西南郑县高台中学

的高中女生小云 ( 化名 ) 来说，
昨日的体 检有些尴尬：她和
部分同学被要求脱光上半身
量三围、测脂肪。对此，校方
回应：是按教育部门规定执行。
(10 月 22 日《华商报》) 

据上个月的报道，安徽大
学很多学生也遭遇这样的“脱
光”式体检，因此质疑，体测
脱掉衣服是否存在科学依据，
有无必要？校方称，脱掉衣服
体测依据的是教育部体育卫生
与艺术教育司全国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组于 2014 年 5月制
定的《2014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工作手册》，其中详细
介绍了胸围、腰围、臀围和皮
褶厚度的测试方法与注意事项。

却不料，现在对高中生的
体检，居然也如此“严格”，而
这当然也是按照“规定”，根据
教育部等 6 部门印发的2014 年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实施
方案，本次
调 查 在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
的普通高校
和中小学进
行，属于随
机 选 拔 体
检， 胸 围、
肩胛部和腹部皮褶厚度为必测
项目。

然而，如学生所说，“选
美比赛要测三围，没听说体检
也要测三围，还要脱光上半身，
太尴尬了！”而这样的“太尴尬”

正是可贵的人之常情，也是我
们的传统习俗。于如今，五花
八门的“裸”大行其道，乃至
被视为无所谓，女孩们这种“尴
尬”的感觉显然尤其应该小心

呵护。毕竟，
体检不是洗
澡，后者是
在一个特定
的场合，而
且必定是互
相之间熟悉
的人才会彼
此“零距离”

“脱光”，即使如此，澡堂里氤
氲的水蒸气，多少朦胧了视线。

问题是，体测固然应力求
准确性，但“脱光上半身”真
有必要吗？这毕竟只是体质与
健康的调研，并不需要诸如飞

机火箭设计制造的精确度。而
且，这也并非没有其他的替代
办法，比如，如果大家都穿一
样厚度的内衣，也照样能够给
出准确真实的数据。再者，也
并非就要“和其他女生一起在
一间屋子里，脱光上半身检查”，
比如一个个依次进入后再“脱
光“体测，“尴尬”至少也可以
避免。

于被“随机选拔”的学生，
固然有配合的义务，也有保证
自己隐私和个人生活理念和习
性得到充分尊重的权利。体质
关乎生理健康，但心理的健康
更不能忽视，无论如何，“准确
性”不能剥夺于学生尤其宝贵
的“对自己身体权利的一种保
护和尊重”。否则，这样的“准
确性”，实在是不要也罢。

■教育评弹

文 / 吴玲
据媒 体 报 道，按照《义

务教育教科书编印规范》，教
科书内不得有广告内容，但
仍有众 多广告以“打包”的
方式公然进入英语课本，并
被 送 到 了学 生手 中。 因 此，
按照广告这条线索，某些人
的严重失职被暴露无遗，极
有可能还藏有权钱交易的猫
腻。(10 月 22 日《重庆晨报》)

广告时代 , 无孔不入 , 广
告搭上学生的课本 , 堂而皇之
地进入课堂 , 教材成了广告的
重要载体，赚钱牟利的工具，
其背后也有一定的利益链。其
背后权钱交易的猫腻 , 不说也
能猜出几分。

教材 ,作为教科书 , 涉及
到方方面面，教材的编印、审
查、采用都是非常严谨、严肃

的事情，涉及到千家万户，关
乎着孩子的成长，社会影响极
为广泛，来不得半点马虎。教
材应该是最纯洁的教科书, 没
有功利性 , 只
有教书育人 ,
传道授业解惑
的功能 , 没有
铜臭味 , 只有
知识的最高价
值。

教材课本
用量大 ,也是
商家“广而告
之”的理想载
体 ,但教材不应成为广告商的
大客户。《义务教育教科书编印
规范》，教科书内不得有广告内
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修
订草案 )》拟定的内容称，中
小学、幼儿园不得进行任何广

告活动，包括在教材教辅中夹
带广告内容。教材“植入广告”,
在课本里“掺沙子”,夹带私心 ,
添加功利色彩,让知识“掺牙”,

教材在教
学中具有
重要的作
用， 既是
学生的必
读物， 也
是老师传
播知识的
主导工具。
课本是孩
子学习的

必需品，应是一方净土，不容
商业广告污染，教材缺乏科学
性、严谨性，就经不起时间的
检验。

用教科书来大肆宣扬广告
信息，注入了浓浓的商业气息 ,

广告进课本，教育的“牛皮癣”当依法铲除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孩子身心
健康，也破坏了校园良序，教
材侵入课堂，这背后是否存在
着权力寻租问题，这或许才是
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因为教育扭曲了纯真
的灵魂，那么这样的教育是可
悲的。央视曝初中课本现大
量广告 , 或存权钱交易 , 令人
不可思议。人们不禁追问 : 教
育沾上铜臭味 , 竟然与商家
挂钩牵手 , 互惠互利 , 为了既
得利益 , 不惜出卖教育的灵
魂 , 广告进课本凸显教育的

“牛皮癣”, 是教育脸面上难
看的伤疤 , 这与街头小广告
的城市“牛皮癣”没有什么
两样 , 只能带来精神和视觉
污染。当一律依法铲除 , 只
有这样才能净化学生课本，
还课本一片净土。

“体检脱光上半身”真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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