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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奢侈品的宿命，

没必要大惊小怪。

乐：这东西，既然买了还

卖它？

蓝莓：一手手机，一手钥

匙，上班下班！

无心：这样一个包，里

面还不是和我一样放个手

机、充电宝、车钥匙？

深蓝：说这些奢侈品的

包包有较高保值功能，本来

就是个笑话。那是被那些高

高在上的制造商们深度洗脑

了。

仓鼠：肩背布袋，轻松自

在！最主要是，手里有粮。

兰 奢 待 ：保 值 ？ 咋 想

的？真要保值，黄金不香吗？

微澜：奢侈品都是品牌

的附加值在作祟，包包实用

就好，名牌包并不代表什么。

读者

议议
热

新闻回顾：一向被称为

“包内顶流”的爱马仕，在二

级市场降价了。杭州有人因

此卖掉10多只包，换成现金

落袋为安。

真要保值
黄金不香吗

嘻咯啦：实在是非常不

容易，邮管局长亲自体验这

个做法，还蛮不错的。

原来是个小盆友：领导

和员工一起干活，才会切实

了解大家的需求。

王熙饭7127：让客户自

己选择，现在快递员真的很

不容易。

嗯嗯我无语：打工人都

不容易，我们要互相谅解才

好。

草介山禾：我就喜欢大

件搁家门口，小件放楼下快

递柜。不强求当面签收。上

班人和快递的时间，没办法

当面签收的。

黄胖胖胖呃呃呃额额：

说实话，快递来了，但是在上

班不在家，还是放在快递站

好一点。

新闻回顾：40 度高温下，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魏遵红局

长体验快递小哥送货上门服

务。一上午下来，魏局长发

现：“有三分之二的用户喜欢

自提，三分之一需要送货上

门，要让用户有选择权，这样

是最好的。”

走入基层
才会了解需求

市场有需求，适当引导即可

本报评论员项向荣：按民法规定，宠物是

物，无人格化属性。如新闻报道中所说，对于

“宠物殡葬”这种新兴业态，无论是国家还是地

方法律，都存在空白。

虽然宠物在法律上是物，但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的宠物饲养者早已把宠物当成家人，当

作家中的重要一员，甚至不少人把自己的猫猫

狗狗称呼为“儿子”或者“女儿”。

作为生物，宠物自然也会生老病死，如何妥

善处理它们，应当提上社会议程。随意处理它

们的遗体，一则不为防疫政策所允许，二则也不

能被宠物的饲养者所接受，他们总希望自己的

宠物有个体面的归宿。

宠物殡仪馆，是适应都市人的这种情感需

求应运而生的。它提供了宠物身后事的一系列

服务，也给了宠物主人心理上的慰藉，同时开拓

了一片市场空间，不失为两相得宜的方法。面

对这一新事物，需要的是进行适当引导，不能一

棍子打死。

开在居民楼下，罔顾居民感受

本报评论员高路：对于“宠物殡葬”这种新

兴业态，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法律，都存在空

白，但是法律没有明令禁止，不代表就能随便开

了，还有公序良俗需要遵守，还有他人的合法权

益不得侵犯。

居民楼下开殡仪馆自然让人不舒服。民间习

俗作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和生活经验，

已经深深根植于人心之中。明知道这是忌讳，还

把宠物殡仪馆开在小区楼下，这是不讲公德。

即便如店家所言，没有从事宠物尸体火化

活动，可是，关起门来搞“遗体告别”或“骨灰画”

等业务，也可能对居民构成影响，房产的价值也

可能面临减损。谁也不希望家边上，总是悲泣

不断、哀乐声声吧？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更

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店家没有权利干

扰他人生活，更没有权利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何况，宠物殡仪馆一百米外就是学校，紧邻

学校又在居民楼下，显然这样的选址，完全没有

顾虑到他人的心理感受，是极不合适的。

正视双方诉求，听取民意解决

本报评论员陈江：相关的管理条例规定，宠

物去世后，是不能随便采用土埋处理的。所以，

专业的事就要交给专业人士去做。

问题是，生活中涉及宠物，存在两个阵营：

养宠人士和非养宠人士。一方考虑宠物去世

后，如何体面离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另一方

不要说殡仪店开在楼下，就是“活”的宠物，你

“儿子”“女儿”地叫着，人家看着就不理解，更何

况是没有生命气息的躯骸。

生活方式变了，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要

随之变化。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宠物殡葬作

为新兴业态，法律法规都是空白，导致民间纠纷

不断。如何处理宠物殡仪馆的纠纷，南京多个

部门正在会诊。在此过程中，部门应广泛听取

民意，正视双方诉求，摸索新方法，出台合理的

管理办法。城市新问题，管理部门需要用新智

慧应对，不搞一刀切的禁止，才能逐步找到解决

之道。

城市出现的新问题，管理部门需要用新智慧应对，找到解决之道，比如宠物殡葬行业。

南京市河西南某小区共有6000户住户，但小区北门开了一家“宠物殡仪馆”，而且这家店

铺路对面就是该小区的学区学校。这下居民们“炸了锅”。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宠物殡

葬”这种新兴业态，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法律都存在管理上的空白，导致不少民间纠纷很难解

决。目前南京多个部门正在“会诊”这个“宠物殡仪馆”。对此，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的评论员

们议论开来——

法律管理空白，应对考验智慧

宠 物 殡 葬 作
为新兴业态，
法 律 法 规 都
是空白，导致
民 间 纠 纷 不
断 。 城 市 出
现的新问题，
管 理 部 门 需
要 用 新 智 慧
应对，找到解
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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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00 后”涌向医美！没有想到，这

个暑假，美丽人生拼搏的战场，已经从校外培

训转到了整形医院。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来自浙江省

人民医院整形美容中心的消息显示，这几年

做医美整形的“00 后”越来越多，以女性为

主。尤其暑假期间，高考结束后整形的学生

占大多数，其中最热门的项目是眼部和鼻部

整形。至于为什么要整形，因为“身边整的朋

友挺多，找工作也很看重脸”。有的学生还是

家长亲自陪同来的，整成什么样，有的父母甚

至比孩子更焦虑。

近年来，每逢暑假，一些医美整形机构就

迎来了暑期整容的热潮。为了追求完美的外

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去“挨刀”，学生成为消

费主流群体。而据医美平台发布的《2020 医

美行业白皮书》显示，其中“95后”占36%，“00

后”占19%，整容低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整形技术的发展，

也让人看到了对自我容貌实现“调整”的可

能。特别对生理有缺陷的人而言，整容无异

于治疗疾病的福音。随着求学、就业压力加

大，一些年轻人想通过容貌提高竞争力，也将

整形付诸行动，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整

容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相貌越来越单一化

的追求，却让人感觉有些跑偏。

整容低龄化的背后，“颜值即正义”恐怕

正是祸根。不可否认，美丽是稀缺资源，是

注意力经济，可以给年轻人带来竞争的优

势。但要知道，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在于

TA 的努力，TA 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容貌终究是外部因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

作用。

再者，在社会多元化的语境下，美丽的定

义应更加宽泛，更加多元化，而不是单一的双

眼皮、尖下巴、锥子脸。美，应该千姿百态；

美，应该万紫千红；美，应该是各美其美。况

且，少年的你，青春、阳光、健康，哪有不美的？

所以，问题不在脸，问题在审美畸形化。

那些宣称“早做早变美”“当不了学霸当校花”

的言论，都是不良机构刻意制造的“容貌焦

虑”的营销。如此操刀过急，意欲何为？想一

想就知道，该“整一整”的绝对不是脸，而恰恰

是少年脸庞之外的那些人那些事。

该“整一整”的不是脸

该“整一整”
的 绝 对 不 是
脸，而是不良
机 构 刻 意 制
造的“容貌焦
虑”的营销。

本报评论员
陈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