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辽沈晚报》报道，沈阳人小徐故意

购买过期面包 70 余次，然后向法院提起诉

讼，每单都向商家索赔 1000 元。一审法院

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仅判决退还 3 元购

物费。不过，在他提起上诉后，近日，法院

终审判决商家退还小徐购买面包价款 3

元，支付赔偿金 1000 元。其余被驳回的案

件，经小徐上诉，也均重新判决，小徐获得

了赔偿。

故意买过期商品索赔，看似不当得利，

其实是完全合法且有法律依据的。最高人

民法院在 2014 年发布的 23 号指导案例确

定了，类似小徐的索赔行为人民法院都应

予以支持的裁判规则，也就是说，不管消费

者购买时是否知道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

都有权向商家索要赔偿。

小徐应该是了解过相关法律的。他进

店后就开始全程录像取证，这不仅是在固

定证据，也是对商家的一种震慑，同时也具

有普法的作用。

为什么法律要支持这种以索赔为目的

的消费行为？别的不说，至少在食品、药品

等领域，因关系到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与

生命安全，商家理当承担更大的安全责

任。而通过法律赋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

偿的权利，能够对商家形成倒逼作用，让其

不敢为所欲为。

说白了，这就起到了一种监督作用。

只要法律有这样的规定，而消费者有这样

的十倍索赔权利，商家无形中就会有一种

压力。如果这样的事例多了，有助于倒逼

商家更加注意尽法律义务，增加检查过期

商品的频次，完善退换货体系。

由此来看，这看起来是消费者有意挑

刺，故意购买过期食品索赔，但其效果却是

积极正面的，是一种合法的社会监督和维

权行为。

有人说，发现问题商品可以去投诉举

报，这么讲当然没错，但相对于单纯投诉，

索赔会让商家更记得住教训。还要注意到

一点，类似索赔行为是典型的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大众的公益行为，具有公益诉讼的

外部效应。

所以，对于类似索赔行为，我们不该瞧

不起，而要以公正的眼光看待。

相对于单纯投诉，索赔会让商家更能记住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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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教育“双减”政策发布，各地陆续

开展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行动。相关

文件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学科类培训时间，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这一规

定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影响深刻，使其面临前

所未有的转型焦虑。

严格控制学科类培训时间，是为了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这自

然得到了许多家长的支持。不管是学生还

是家长，苦校外培训久矣！从题海战术、填

鸭式课外培训中解脱出来，无疑有益于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

不过，也要正视一点，由于校外培训机

构前些年来迅速扩张，其从业人员与日俱

增。在这个行业里，不光有授课的老师，还

有相关的运营人员、管理人员，总数量不在

少数。在“双减”政策之下，数量庞大的相关

从业人员，自然面临着转岗的问题。

严控学科类培训时间是硬杠杠，不容退

让，然而如何解决这批人的转岗就业，也是

现实问题，不能回避。虽说，目前各地的工

作重心还在于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治理整

顿，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转岗就业问题也应

早做预判，精准施策。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8月17日召开的

北京“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针对部分

培训机构员工面临的转岗问题，北京市区两

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为此做出了针对性

的岗位储备，同时还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持续 3 个月至半年的“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

务季”。具体来讲，就是对相关岗位进行梳

理分析，明确培训机构人员转岗的储备方

向，形成就业服务矩阵。

目力所及，这是国内较早的针对培训机

构人员转岗而采取的服务措施。这样做，既

可以减少“双减”政策落地的阻力，缓解培训

机构转型的阵痛，还有助于提高培训机构人

员转岗的效率，进而消除短时间内大批人员

转岗可能造成的社会压力。这些人性化措

施，也会让因“双减”而转岗的培训机构人员

感受到温暖，避免政策落地给人简单粗暴、

“一刀切”的印象。

当下，在各大招聘网站上，来自培训机

构的人员确实多了起来。各地有关部门应

尽早重视这一问题，并制定针对性措施。来

自培训机构的人员，一般来讲受教育程度较

高、专业性较强，是许多领域不可缺少的人

才。这对各招聘网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针

对这些包括了教学教辅、技术支持、运营服

务和市场销售等领域的人才，做好中介和对

接工作，有利于提高自身口碑。

只要各地重视起来，行动起来，做好这项

工作并不难，重点在于岗位梳理、资源匹配、政

策扶助以及做好专项服务。这件事做好了，

不仅有利于“双减”政策顺利推进，还能激发人

才的积极性，为当地社会发展持续做出贡献。

“双减”要落地，相关从业人员也要“温暖”转岗“双减”要落地，相关从业人员也要“温暖”转岗

8 月 16 日晚，吴亦凡案件有了实质性

进展。北京朝阳警方发文通报，吴亦凡因

涉嫌强奸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吴亦凡

粉丝最后的幻想随之破灭。看来吴亦凡

的大碗牢饭吃定了，这是脱轨必然要付出

的代价。

“吴亦凡被正式批捕”消息持续发酵

的同时，17 日，一张明星参加艺德培训班

的大合照突然在网上曝光。随之，“艺德

培训班”相关话题空降微博热搜榜，引来全

网热议。

其实，这张照片出自 7 月底“推动电视

剧创作生产高质量发展演员和经纪人培训

班”的一次合影。当天参与培训的明星和

经纪人共 64 名，陈赫、马苏、董洁、雷佳音

等在列。培训的目的是提高艺人的素质修

养和职业精神，从而推动影视行业的发

展。颇有意味的是，在为培训班叫好的声

音之外，大部分网友呼吁培训要动真格，不

要搞形式主义。

这足够说明问题：社会大众和理智粉丝

对娱乐圈失望已久，无不期待吴亦凡事件引

发一场地震，借此清除劣迹艺人，让娱乐圈

风清气正。

今年以来，内地娱乐圈风波不断，塌房

事故连连。年初，女星郑爽代孕风波，顶流

歌手华晨宇被曝私生子。进入 7 月，男顶流

吴亦凡曝出睡粉丑闻，涉嫌强奸被刑拘，直

至如今被正式批捕。近日，先是歌手霍尊被

曝出轨约炮，宣布退出演艺圈；后有新晋顶

流男演员张哲瀚，因靖国神社拍照事件被行

业惩戒，微博和工作室账号被禁言，作品被

封杀，演艺事业凉到谷底⋯⋯

娱乐圈艺人频繁塌楼，决不是偶然的。

他们中有的人一次次挑战社会公序良俗，触

碰社会道德和法律红线。一方面，流量至上

的时代，偶像制造流水线上，只重颜值，而忽

视艺人的品德、口碑和业务能力；另一方面，

受饭圈不良文化影响，一些粉丝无脑追星，

让流量明星的名利来得过于容易，导致一些

艺人失去敬畏之心，长期放纵自我，变本加

厉追求享乐，走向堕落的边缘。

俗话说：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艺

人作为公众人物，承载着社会的期许，肩负

着传递健康价值观的责任。端了演艺这碗

饭，就要守住行业规范，管好自己的言行。

一个艺人，如果人品不正，哪怕演技不俗，最

终都会在诱惑面前现出原形，为社会大众谴

责和唾弃。故而，演戏是一时的，做人才是

一辈子的。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靠知名度和美誉度

吃饭，一言一行必须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

束，这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自我修养。基于

此，全面提升艺人道德修养很有必要。但愿

吴亦凡事件能警示娱乐从业者，让明星意识

到自我约束的重要性，让自身的正能量配得

上流量，给社会公众一个良好的示范。

“艺德培训班”不但要上热搜，更要动真格

这 件 事 做 好
了，不仅有利
于“双减”政
策顺利推进，
还 能 激 发 人
才的积极性，
为 当 地 社 会
发 展 持 续 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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