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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报时评

作为高等级会员，搜索同
一房型的价格反而比普通会员
贵；用更贵的手机打车，容易被
高端车型接单；同样是点外卖，
老用户的配送费比新用户高
……生活中，不少消费者遇到
过大数据“杀熟”的情况。近年
来，随着大数据的深入运用，

“杀熟”现象在不同行业出现。
“之前一直在同一家店铺

下单购买文具，后来系统就给
我推荐该店铺的商品。”据衢州
市的张女士反映，一次偶然间
打开店铺页面仔细比价才发
现，系统推荐的文具比店铺同
样功能的商品贵一倍，而且没
有运费险等优惠。

大数据虽然让人们的搜索
更便捷，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
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武汉大
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
长孟勤国表示，当特定推送算
法基于内容推荐、网络结构推
荐等要素过滤机制将个性化
推荐程度发挥到极致时，也会
将消费者推入由算法推送形
成的“信息茧房”中，削弱了消
费者获取信息的多元性，间接
限制了消费者交易时的自由
选择权利。

尽管国家出台了许多法律
来保护消费者权益，但由于大
数据“杀熟”行为的隐蔽性和复
杂性，监管难度较大。有的企
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
尝试新的技术手段来规避监
管。“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技术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度
挖掘和分析，以实现更精细化
的差别定价。”孟勤国说。

“由于大数据‘杀熟’本身
的复杂特性，使消费者举证的
难度较大，以及缺乏系统规制
的法律法规，所以整治该现象
的难度不小。”西南政法大学经
济法学院教授、中国市场经济
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元聪教授
表示，应尽快健全算法相关法
律法规，提高算法透明度，规避
算法可能带来的风险。针对大
数据“杀熟”行为出台专门的法
律法规予以规制。“消费者协会
也需要及时跟进消费者权益保
护中的新问题，针对算法出台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规则，以
提 升 规 制 强 度 ，强 化 制 度 约
束。”胡元聪说。

“要解决这一问题，归根到
底还是要做好对平台的监管。”
胡元聪建议，拿出更有效的监
督和约束措施，促使平台切实
履责；有关部门应主动作为，通
过开展专项检查等方式，做好
相关执法查处。

“消费者要加强个人数据
信息保护意识，如在浏览网页
后及时删除浏览记录，防止数
据信息被不合理利用；在选择
商品服务时尽量货比三家，了
解不同平台的商品、服务价格，
防止被大数据‘杀熟’。”胡元聪
建议，平台企业要为消费者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可以建立“一
键维权”等机制；消费者协会等
组织应做好相关知识普及，提
高消费者的防范意识，并为消
费者维权提供帮助；针对举证
难问题，相关部门不妨提供一
些技术支持，帮助消费者寻找、
固定证据。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大数据“杀熟”
防不胜防

食 / 在 / 浙 / 江

■王忱、闻心玥

夜幕降临，从热闹的嘉兴
市秀洲区中山路转弯进入友谊
公寓，在这个老小区里，一家瓷
器仓库正亮着灯，门口一块木
板招牌立在地上，走近才知道
这是一家礼物商店，店名“器人
小白”。

店主小白正在把瓷器从快
递箱里一个个拿出来，小心摆
放到两边的架子上。敦实可爱
的马克杯、淡雅清冷的日瓷、极
繁复古的欧式杯碟……不同风
格的各式陶瓷制品紧紧挨着，
挤满了所有架子。每个器物的
底部都贴着价格标签，从10元
到几百元不等。

“我不局限于特定风格，什
么都进。种类上，深碗和鱼盘

比较多，因为好卖。不过我自
己最喜欢日瓷，虽然有点中看
不中用。”小白指着橱里的日瓷
杯子说道。

下了班就来“根据地”

“白天我在企业干行政工
作，下了班我就来这里，一般都
待到晚上9点多，男朋友不催我
就不走。”小白一边说，一边回头
和坐在店里的男友相视一笑。

从买瓷器到卖瓷器，小白
是从摆摊开始的。去年市集热
潮袭来，小白抱着玩一玩的心
态加入，从自己本来就很喜欢
的小玩意入手。最开始，小白
周末都在万达广场前的市集摆
摊，渐渐地，小白发现摊位有了
回头客，“感觉自己的选品被认
可了，同时也想帮客人找到他

们想要的东西。”于是，小白的
货越进越多，自家十几平方米
的车库堆不下。去年11月，她
找到了这个“老破小”地方，当
作自己的新“根据地”。

小白看中这地方，很重要
的原因是房租便宜，一个月才
600元。谈及租金价格，她毫不
避讳：“我本来干的就是副业，
一方面自己喜欢，一方面挣点
小钱，租金成本当然越低越好
啦。”

不过，廉价租金与自然人
流不可兼得。来小白仓库里的
客人大多数是摆摊时结识的顾
客，另一部分则是从社交平台
找来的，而小区里的居民一般
都在门口张望一下，便又走
了。顾客中也有“狂热分子”，
荣军医院的一个护士在小白的

摊位上看中了一个碗，加了微
信便成了店里的常客，迄今已
经买了近100件器具，消费上
千元。

现在，小白也拥有了一个
近250人的社群，不定时抽抽
奖，周末和节假日她总是出没
在各种集市。清明节假期她就
在少年路的集市摆摊，假期涌
入的人流也带来了不错的销售
额，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000多
元。不过，小白因为进货太猛，
目前总账还处于亏损状态，她
倒是不太担心：“钱是还没怎么
赚到啦，但只是副业嘛，就是玩
个开心。”

“小天地”也是“小世界”

吉水路的“边度”是一家开
了7年的皮具手作店，不过最近
它换了主人，2003年出生的女
生栗子，给它带来全新店名：
Chestnut Grocer（栗子杂货
店）。

一个小院子，一只小狗，再
加上满屋子杂货——香薰、玩
偶、首饰、瓷器、明信片、手作摆
件，构成了这一方独立空间。

栗子是“边度”的老客人，
去年看到“边度”转租的消息，
便第一时间联系原主人，拿下
了这个闹中取静的铺子。她的
决定下得很快，装修仅仅用了
十几天，再用5天5夜联系全国
各地的20多名手作人和品牌，
争取品牌经销权，今年1月24
日正式开业。

栗子爱自然，喜欢海洋、贝
壳、蘑菇，这些元素也被她添加

到店面的装潢中，并且体现在
她的选品里。栗子拿起一只用
贝壳碎片制作的戒指，讲起它
的故事：“前阵子我去海南万
宁，看到一个女孩在海边捡贝
壳碎片，后来知道她是用贝壳
做首饰的手作人，就跟着她去
了工作室，带回了好多她做的
戒指。”栗子越说越兴奋。

栗子店铺的东西大部分都
是她从各地背回来的，景德镇
的艺术摆件、海南的刻字浮木、
70多岁老奶奶做的“萝卜人”玩
偶……“我看到这些东西非常
兴奋，想带回来给我的客人。”
所以，从栗子的这一片“小天
地”，也可以窥见一片“小世
界”。

在开店之前，栗子做过画
室老师，也做过服装工作室，本
是美术类专业的她结识很多手
作人，为她开店带来不少人脉，
店里的客人也大多是从事艺术
相关行业的人。“我没有刻意营
销，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爱的人
很爱，不爱的人很难理解，所以
随缘就好。”

这种筛选消费者的运营模
式，也让栗子有机会遇到志同
道合的人。最近，栗子还计划
邀请插花老师在内院开设工作
坊，每次限额6至8人，“人不要
多，但都是一类人就好。”

在“老破小”里的年轻人，
用具体的物件筛选着相同爱好
的人，让“老破小”成为陌生人
见面、相识、熟悉的空间，搭建
出年轻人捣鼓自己生活的一种
特定场域。

■李尖、孙余丹

母婴照护、养老护理、家电
维修……这些家庭中的“琐碎
小事”已经成了百姓生活里的

“关键要事”。“哪里可以找到靠
谱的保姆？”“谁有照护老人的
护工推荐？”在各个微信群、朋
友圈里，这样的民生诉求几乎
每天都会有。

新手宝妈、夫妻双职工、家
有生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诸
多类似的场景都会催生对于家
政服务的需求。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服务供给的不足，尤
其是质量的参差不齐：如无法
匹配消费者多样性的需求、服
务标准化程度不高等。

家政人员“请不到、请不
起、不放心”可谓是家政行业现
阶段最大的痛点。小家政连着
大民生、撬动大市场，家政服务
该如何为幸福生活“加码”？

老百姓有更多个性需求

“要年纪轻一点，会给宝宝
抚触按摩，月子餐要懂营养搭
配，还要会催乳。”怀孕3个月的
温州人刘女士最近正在找月
嫂，在发现怀孕后她就开始做

功课，和已经生宝宝的朋友讨
教经验，自己上网查资料，罗列
了一套标准。她说，现在都讲
究科学坐月子，月嫂的思想也
要与时俱进，包括对产妇的护
理和月子餐的制作。她说朋友
月子里堵奶严重，千叮咛万嘱
咐要找一个会催乳的阿姨，所
以催乳也被列进了必备选项。

“最好是有育婴师证、月嫂证，
这样阿姨的品质更有保障。”

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许
多老年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上得
到帮助。“人老了，干不动了，子
女不在身边，总要有个人照
顾。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在自己家里找个家政阿姨偶尔
来打扫卫生比在养老院里还舒
服。还有个人陪着讲讲话，日
子也不无聊。”张老伯在采访中
表示，老年人往往需要亲情和
关爱，家政服务人员可以提供
陪伴和关心，帮助他们排解孤
独和抑郁。此外，老年人往往
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定期监测
血压、血糖等指标。黄老伯说：

“自己血压、血糖测不来也看不
来。家政服务人员可以协助进
行监测，确保健康安全。”

家政服务对上有老下有小

的中年人来说同样有一众需
求。温州市民刘先生的父亲去
年刚做了手术，住在温医大附
属第一医院南白象院区附近，
还需要定期复查，这对于在市
区上班、孩子还在上学的刘先
生夫妻来说，无法每天照顾得
到，“我们需要可以提供陪诊、
监督服药并且可以做简单家务
的阿姨。”刚刚做了胃癌手术的
张女士，她最近在物色可以陪
伴化疗，同时有相关护理常识，
会做营养餐的阿姨，“已经在家
政公司登记了，等有合适的阿
姨会推荐给我。”

找家政难，找好家政更难

上文的刘先生家已经换了
2名阿姨。他说，第一位阿姨说
自己老公摔伤了，告诉他们还
打算回来的，“但我们也不能就
这样等着，所以又找了一位。”
结果第二位阿姨的妈妈生了重
病，年前又回家了。他说，中介
可以包一个月内介绍阿姨，但
第二位阿姨做了一个多月，他
们这会儿跟中介交涉，是否可
以免费提供介绍服务。“我爸爸
还算是生活自理能力不错的老
人，性格脾气也还可以，真的不

理解到底是运气不好还是阿姨
故意的。”

“阿姨不好请，不熟悉的不
放心，不合适还要一直换。”二
胎妈妈黄女士道出了许多新手
妈妈的心声。她4月即将生产，
直言身边的朋友没几个对阿姨
满意的，大多换了好几拨，费钱
又费心，“听说现在阿姨都要六
千多元了。”所以有了一胎经验
的她打算请个月嫂，出月子后
家里人帮忙一起带娃，有需要
的话叫个钟点工料理家务，是
她一家人讨论后的最优解。

“阿姨一个月价格比我们
上班的工资还高。”“给阿姨工
资还要把她们‘供’起来，怕她
们对孩子不好。”“做得顺手了
就开始要加工资。”“中介答应
换人但是越换越差。”在采访
中，市民直言家政请不到、请不
起、不放心，也成了家政服务提
质扩容面临的一道难题。

家政便民点酒香也怕巷子深

你知道什么是家政社区便
民网点吗？在采访中，大多数
温州市民表示没有听说过。他
们选择家政服务基本上通过亲
戚朋友推荐、网上搜索或者是

线下门店。
“我的月嫂就是朋友介绍

的，虽然阿姨年纪大了点，但是
朋友对她的评价还不错，有朋
友体验过总是靠谱点。”黄女士
说中介是要赚钱的，而且阿姨
的素质水平不一，“性价比”不
高。不过她也有一些顾虑，私
人介绍的“个体户”阿姨只能凭
信任下订单，如果阿姨拿着定
金跑路了，似乎难以追回。对
于家政社区便民网点，她表示
在家附近和公司附近并没有看
到，“如果有社区甚至政府‘背
书’的家政服务，那肯定更靠谱
一些，有看到的话我也会进去
了解一下的。”

在温州市区一家社区家政
服务站，家政熊阿姨接受采访
时说：“从业两年的她也能在社
区家政里接单子，选择变得更
多了。有时候一天要去好几个
客户家里，忙不过来。现在也
是一直在招家政阿姨。”对于社
区家政点的管理，熊阿姨表示：

“服务站内的专业家政人员都
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站里
要求能够确保服务质量和居民
满意度，被顾客投诉了还要被
扣钱。”

■吴冠夏、赵淑婷

乌米饭，可谓是糕团界的宠
儿。在宁波鄞州区东吴镇一家

“老街乌米饭”里，掌柜陈海伦正
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蒸、压、切、包……看似简单
的流程，却能制作出当地首屈一
指的特色美食。

这份乌米饭，有何奥秘？在
陈海伦的带领下，笔者亲身体验
了一回非遗传承人的古法“做
饭”技艺。摘“南烛叶”，捣叶，倒
入清水，浸泡一小时，去渣留汁，
再倒入提前盛好的糯米中，浸泡
一整天。制作乌米饭，需提前一
天做足准备，第二天才能开始蒸
饭。

陈海伦说，南烛叶，又叫“乌
饭叶”。每年早春，乌饭树上长
出红色的新芽，便是到了制作乌
米饭的最佳时节。因为新芽少
采集困难，价格最高的时候，能
卖到200元1公斤。

“浸泡越久，水的颜色就越
深，泡上一整天，最后蒸出来的
乌米饭颜色就越黑。”陈海伦说
道。经过浸泡的糯米，要清洗两
遍，放入蒸箱蒸上40分钟，才算
完成第一步。

“守旧”不忘创新，科技“尝
新”让陈海伦的乌米饭口感更
佳，“老传统，我们一定要传承。
但新的技术，我们也一定要应用
起来。”

在乌米饭的蒸法上，陈海伦
做了大胆创新，12000W蒸箱，

蒸40分钟，水分、火候恰到好
处。“蒸笼和电饭煲，我都尝试
过，但是蒸箱对水分、火候的控
制是最好的，蒸出来的乌米饭最
香了。”陈海伦说。

制作美食的精髓，在于细
致用心。陈海伦的工匠精神，
也很“接地气”，对乌米饭的制
作可谓是新旧结合，既有进取
的一面，又展现了传统本质。
从摘到洗，从榨汁到浸泡，初始
步骤丝毫不差。从洗到蒸，从
出笼和按压，制作流程一丝不
苟。“出锅后，要对乌米饭进行
按压，力道要恰到好处，这样乌
米饭糕才能糯中带些韧劲。”陈
海伦一边按压，一边耐心地解
释。说完，他用手在压平的乌
米饭上轻轻划过，“你看，我手
掌摸过去，表面光滑平整，就是
到位了。”

蒸熟后的乌米饭，仔细看，
可以发现一粒粒乌米饭黑中泛
青，青中透黑。“我这切出来的
乌米饭，每一块大小、高度，基本
都是一致的，这就是‘经验’。”陈
海伦指了指一旁平铺在桌面上
的乌米饭。新切成的乌米饭入
口，淡淡的植物清香渗入齿间，
仿佛一口便吃下了整个春天。

这块乌米饭，对陈海伦而
言，既是传统手艺的传承，也是
他致富路上的“敲门砖”。对于
众多在外闯荡的宁波人来说，
一块乌米饭既是美食，也是乡
愁，更是游子对故乡的永恒记
忆。

本报讯 记者沈佳慧报道 近
日，Z视介周年庆活动浙江国潮美
妆生活节在杭州湖滨步行街盛大
启幕。

活动现场，琳琅满目的护肤
新品和特色美妆让人眼花缭乱。
美妆生活节共持续三天，不定时
举行美妆潮品推介、试妆体验、音
乐会等配套活动，丰富的产品类
别和有趣的互动吸引每日10万+
的人流驻足停留，部分商品上架

“交个朋友”直播间，得到罗永浩
推荐。

据了解，本次美妆生活节有
欧莱雅、欧诗漫等数十家知名美
妆企业携带1000余件美妆潮品参
展，全面展现“品质浙妆、时尚潮
妆、功效特妆、生态美妆”特色发
展路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湖州
美妆小镇的企业组团参加，湖州

美妆小镇经过近十年打造，已成
为全省首个国家药监局高级研修
院化妆品教学基地和全国三大化
妆品集聚中心之一。截止到2024
年3月底，美妆小镇累计引进化妆
品及相关企业281家，涵盖化妆品
生产研发、包装设计、物流仓储、
营销服务等化妆品全产业链，走
出一条独特的“美丽经济”康庄大
道。

近年来，浙江省美妆产业发
展持续向好，已形成相对完整的
产业链，成为浙江加速塑造新质
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2023年
底，浙江省共有化妆品生产企业
634家，化妆品全产业链产值约
1100 亿元。全省化妆品出口
116.48亿元，同比增长41.9%，占
全国化妆品出口总额的25.4%，位
居全国第一。

请不到、请不起、不放心？

家政服务如何为幸福生活“加码”

“老破小”里的年轻人在捣鼓什么？

花开有春容
首届浙江国潮美妆生活节盛大启幕

乌米饭
不仅是美食更是乡愁

“器人小白”的部分瓷器。 栗子的小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