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2日，针对“孕妇在

喜茶中喝出绿头苍蝇”事件，喜茶公司发布最

新处理通报。通报显示，喜茶团队“全盘接受

政府检查苏州门店反馈的所有问题并全面整

改。对运营管理层、当时区域经理和店长分

别处以严重警告、停职等处理”。

此前有媒体报道，5月29日，江苏苏州一

位孕妇在喜茶苏州圆融门店饮品中喝出绿头

苍蝇，在与喜茶方面协商未果后，王女士诉诸

媒体并向监管部门举报，相关话题也一度蹿

上热搜，引发公众和媒体关注。5月31日，涉

事喜茶门店因店内飞虫较多，被当地监管部

门查封。

喜茶是“网红”，这点不能否认。自面世

后，它的门店常常出现“排队爆买”盛况，笔者

就曾亲眼所见。但在盛名之下，喜茶似乎难

符其实。2018 年底至今，单是卫生问题喜茶

官方就致歉不下 4 次，此前如上海店“透明

套”异物、西安店垃圾爆满、厦门店水果容器

ATP指数超标等。此外，今年4月19日，喜茶

更因与杜蕾斯合作“今夜一滴都不许剩”广告

语被指恶俗营销。

喜茶的问题绝不是个体的、偶发的问

题，而是一些“网红”店在崛起过程中普遍

存在的问题。如果剖析当下一些所谓“网

红”店的崛起路径，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的

网红店基本都是资本砸出来的“网红”。一

方面，它们借助于互联网的流量营销和眼球

效应，操作概念，传染情绪，迅速爆红；另一

方面，在资本的助力下，它们迅猛扩张，抢

占市场。喜茶的崛起也是如此，不到一年时

间里，喜茶门店就覆盖了国内 30 个城市和

地区，门店超过 200 家。

当然，这种操作本身没有问题，甚至是现

下一种较为普遍的商业模式。但“一口吃成

一个大胖子”的做法，难免会带来一系列的问

题，尤其是管理方面的问题。按常理说，如果

一个经营者把过多精力放在博“爆红”的营销

上，那么难免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品质

与质量的管理，从而埋下隐患。而在追求规

模的心态下，内部的管理往往会跟不上，造成

店员的服务意识和操作规范大打折扣。这应

该是问题“网红”店频现的主要原因。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破除对“网红”

店的迷信，尤其是消费者对于一些爆红的“网

红”店，要避免盲目跟风消费。从喜茶等网红

店被爆出的诸多问题来看，网红并不等同于

品质，更不代表安全。以喜茶为例，作为餐饮

企业，食品的安全与卫生是最核心也是基本

的要求，如今却在这一问题上频频出事，连起

码的底线都没有守住。事实上，很多的网红

店并非真的红，只是资本操作下的“炒作”。

其次，监管部门也要提高警惕，加强对网红店

的监管。事实上，越是网红店，经营者越容易

产生侥幸心理，做下违法违规的事。

“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网红店

的起起落落，在互联网时代，既令人感慨，也

令人警醒。只有“爆红”没有“长红”，这些“网

红”店失败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其重要原因一

定是服务质量及其所塑造的形象与现实的严

重脱钩。

可以说，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网红”，都

不是真“网红”。只有消除了短期谋利炒作的

心理，踏踏实实做品牌，以质量和服务取胜，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红”，才能赢得长远，否

则注定就是昙花一现。

网红店频出事，盛名之下难符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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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茶的问题绝不是个体的、

偶发的问题，而是一些“网

红”店在崛起过程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

这件事立了一个坏榜样，如

果靠换换包装，换换名字就

能把老药弄得跟新药一样，

就能卖出天与地差别的价

格，那还有谁愿意创新呢？

据《工人日报》报道，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的必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最近一段时间

里接连暴涨，从过去的 100 片 16 元，到如今

15片25.7元，每片涨价近11倍。

短时间里这么惊人的涨幅，莫非有什么

特殊原因？记者找到国内最大的生产商——

北京益民药业公司，了解之后发现原因只有

一个，换包装了，原先 100 片一瓶，现在改成

15片一瓶了。

为什么换包装，是因为开了瓶以后有保

质期，100 片一瓶很多都浪费了，改少以后不

浪费了。而为什么换个包装就涨价，对方解

释，过去定价过低。如今涨价，一方面是换了

新包装，过去 100 片生产是单独定制的机器

自动生产线，现在换新包装后，过去的生产线

用不了了，改成了手工包装，所以生产效率也

受到影响。“过去 100 片包装大概一周能生产

3 批，现在改了新包装后，1 个月生产 1 批，所

以整个包装成本和工时也都增加了。”

整件事情有很多荒唐之处，首先自然是

价格。换包装换生产线，增加成本是必然的，

售价上有所变动，也可以理解，现在人工成本

又比较高，不能要求药品不涨价，但这么个涨

法，就不是所谓增加成本能解释的，而是一种

恶性涨法，是对患者的一种直接伤害，非常之

粗暴。

别的企业换生产线是让生产效率更高，

益民恰恰相反，而且低得不只一丁点，益民是

怎么管理企业的？既然知道换生产线会造成

效率大降，就该作出相应的处置，有所准备，

而不能任由被动发生，这是对患者的不负责

任也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背弃。药企有责任

维护价格的基本稳定，何况益民药业号称占

据全国该产品70%的市场。因生产效率下降

少生产那么多药品，由谁来填补，益民有没有

想过这个问题？

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这样一家在

业内有决定性影响、在市场有决定性作用的

企业，怎么能任性地说涨就涨，说少生产就少

生产呢？如今，市场上价格暴涨，还经常断

货，买不到药，责任由谁来背？

问题出在市场上，答案也在市场里。药

品市场本身就有比较高的准入门槛，哪怕是一

般药品，新进企业要想获得生产资格、获得相

关资质，需要经过严格认证，时间短不了。生

产出来想进入市场进入医保又需要比较长的

周期。缺少足够多的后来者，所以，市场竞争

法则有时候会失灵。这就导致药品有时呈现

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同样的药价格相差悬殊，

同样的药不同的包装价格相差悬殊。换个马

甲就涨价的事不是一两回了，已经成为药企淘

汰低价药的一种惯用手法。显然，这些都给了

益民说涨就涨让市场被动接受的底气。

这件事立了一个坏榜样，如果靠换换包

装，换换名字就能把老药弄得跟新药一样，就

能卖出天与地差别的价格，那还有谁愿意创

新呢？都来投机取巧好了。如果大家都以自

己的市场地位说事，那么垄断企业是不是可

以把价格抬到天上去，市场份额高的企业就

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谁来照顾民生呢？

换个马甲涨11倍，药价岂能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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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游戏实名认证的漏洞
赶紧补上

拒绝16岁以下用户登录、未成年人账号

每日游戏时间不超过两小时、中小学生账号

夜间无法登录游戏，今年以来，多家游戏企业

纷纷加码未成年玩家保护，出台举措对未成

年玩家的在线时间和消费行为进行限制。

为实现游戏利益的最大化，有的商家并

不愿意舍弃未成年人这一市场，但面对压力，

游戏商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未成年

人注册和使用，而由此设计的系统就留有很

多可钻的漏洞。 （北京青年报 艾萍娇）

垃圾分类“上”正轨：
要法治，更要根治

7 月 1 日，上海市将正式开始实施《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个人混合

投放垃圾，最高可罚 200 元；单位混装混运，

最高则可罚5万元。此举标志着垃圾分类被

倡导20多年后，终于被正式纳入法治轨道。

正如马太效应里的突围，想挣脱“垃圾围

城”，就必须获得一定的加速度，而法治就可

以借助密集的压力实现这种加速度，从而让

城市摆脱怪圈。那么，如何因地制宜地逐步

扩大推行面、如何让垃圾从末梢“一扔”的大

力规训，转向“习惯成自然”的不经意，也许是

接下来该提上议程的事。

（人民日报客户端 杨焱雯）

不让孩子输在家庭起跑线
父母该怎么做

前段时间，家庭伦理电视剧《都挺好》刷

了屏，更引发了人们对所谓“原生家庭”影响

个人成长的大讨论。原生家庭对成长的影响

所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再生家庭如何因原生

家庭问题而影响自己的孩子的健康成长。

孩子的健康成长，基础在家庭，重在基本

素质教育。基本素质教育就是一个人从生物

人转变为社会人所接受的基础教育。社会学

专业概念叫作基本社会化教育，教育的主要

内容包括德行、品质、价值、共生意识和生活

素质教育，也称为做人的基础教育。基本社

会化教育阶段是人的成长黄金期，是在家庭

养育过程中完成的。

（中国教育报 周运清）

医院给患者输错药7天后才回应
开除当班护士就够了？

据南国早报报道，日前，南宁市民廖女士

因为扁桃体发炎发高烧，到南宁市第八人民医

院进行诊治。在接受输液的时候，她的丈夫姚

先生发现输液瓶上的名字不是廖女士的。

医院是救命的地方，不是要命的地方。

出现了类似事故，开除当班护士不能作为医院

“自我处理”的上限。监管部门更应拿出切实

的惩罚和防范措施，不能任由某些恶劣医院一

边侵犯患者合法权益，一边还摆出一副高高在

上、无所谓的嘴脸。 （潇湘晨报 周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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