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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有个社区里，天上
掉人民币了？”没错，这不是听
说，是确确实实发生的事情。
几天前，杭州市玉泉派出所民
警刘献国接到社区负责人的
电话，称社区里面有人不断捡
到百元大钞。

刘献国听说了这件事后，
觉得有些奇怪，谁家不是将现
金严严实实放在生怕被人知
道的地方，可是现在竟然能随
地捡到人民币了？

于是，刘献国立即前往社
区了解相关情况。据了解，这
几日，杨金菊、方灵兴以及其
他几位热心居民不断地在社
区的地面上捡到百元大钞，上
交社区，而且捡到钱的时间并
不固定。而且，最近也没有人
来所报案说家里钱丢了，那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几日挨家挨户地排
查走访，刘献国将目光锁定在
了王奶奶的身上，这位王奶奶
算是刘献国的熟人了，王奶奶
年龄有些大了。刘献国时常
在走访社区的时候去看望王
奶奶，与她说说话，关心她的
生活情况。

刘献国和社区工作人员
一连几次来到王奶奶家中询
问，回应他们的都只有王奶奶
的哭声和否认，刘献国只能先
安抚王奶奶的情绪：“您先别
激动，注意身体啊！我们只是
问一下情况，您不愿意说我们
就先走了，您注意休息，身体
最重要！”

4月15日中午，社区居民
再一次在王奶奶的住处附近
捡到了人民币，刘献国顾不得
吃饭，立即赶往现场。这回，
王奶奶终于在刘献国的询问
下，承认了这件事是她所为。

据王奶奶描述，总觉得自
己将不久于世，家里的钱用不
完，于是就想到用这种方式，
将钱从家中窗户撒出去，让这
些钱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甚
至在其家中桌上还能看到一
袋现金，也许是准备再次进行
撒钱，这让刘献国有些哭笑不
得，可是想到王奶奶又实在是
放心不下，王奶奶年纪越来越
大了，儿子们也不在身边，这
样子随意撒钱，万一被心术不
正的人盯上，就糟糕了。

“王奶奶，您不要想那么

多，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如果
觉得身体不适可以去医院看
看！撒钱这个事情咱们就不
要再做了，自己的钱要自己好
好存着，需要用的时候再拿出
来，这样太不安全了！”

王奶奶一直笑呵呵地听
着刘献国说话，也不知是否能
够明白，刘献国只能一遍又一
遍的耐心十足的劝慰引导，将
事情的利弊都仔仔细细分析
给王奶奶听，随后又叮嘱了王
奶奶的丈夫，并以电话的方式
联系了王奶奶的儿子们，将王
奶奶的情况告知，提醒儿子们
无论工作多么忙碌，也不要忘
记时常回家看望母亲，及时了
解王奶奶的精神状况，必要时
予以就医。

王奶奶的丈夫事后手写
了一封感谢信，以此来感谢
为此事奔波忙碌的民警刘献
国、社区负责人、热心市民
们。

杨金菊、方灵兴以及其他
几位热心居民，共拾到现金
3700 元，上交社区，登记在
册，今已全部归还王奶奶。

（钱江晚报）

莫远明认为，商家在面对“职业差评
师”的敲诈时，应该鼓起勇气，敢于同其作
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缓解自身遭遇的
维权困境，遏制恶意差评现象。他表示，随
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渐成熟，相关
平台应该逐渐提高识别差评的精准度。纵
然“职业差评师”会通过“买账号”“游击战”
等方式逃避监管，但是平台还是可以主动
作为，根据商家提供的信息，从普通消费者
中甄别出“职业差评师”，进而从源头上掐
断恶意差评。

关于保障消费者的“差评权”问题，相
关专家表示，经营者选择在网络平台上经
营其店铺即视为其同意接受该平台设置的
消费者评价机制，消费者有权使用评价机
制对店铺的服务或环境给予真实的评价，
对此经营者应当给予必要的宽容。对于平
台来讲，应建立制度性的保护措施，通过技
术手段在订单完成后，对消费者信息进行
隐藏，并设立“匿名评价”选项，由消费者本
人选择评价公开的方式。 （工人日报）

近日，合肥肥东县迎河家
园小区 12 幢住户 12 岁的女
孩甜甜（化名），被楼上落下
的一块青砖砸中，当场倒地不
省人事。4 月 18 日，记者从
其父亲孙先生处了解到，这块
砖头砸中了甜甜的颅骨，目前
孩子昏迷不醒，未脱离危险，
仍在重症监护室中。目前，
警方已经找到高空抛物的嫌
疑人，系同一单元楼的 11层
一户正在装修的住户。

受伤小女孩今年12岁，事
发前和家人结伴下楼玩耍，不
料刚出单元门就遭遇不测。
砸中女孩的是一块青色砖头，
砖头随后被警方带走。事发
后，物业配合民警逐层排查，
初步找到了嫌疑住户，系 11
楼一户正在装修的居民。据
介绍，嫌疑住户家中正在装修，
室内有大量的青砖，与坠落地
面的砖头一致。事发时，室内
有大人带着年约7岁的女孩。

孙先生表示，到 11 层装
修住户询问时，大人都说并没
有扔砖头，询问了几遍之后，
一个 7岁的小女孩说自己扔
了。“当晚，他们已经承认了这
个事情。”目前，民警仍在对此
事进行调查，还未有具体的处
理结果。孙先生表示，4月18
日早上，11层住户来到医院，
并送来三万块钱，称该怎么治
疗就怎么治疗。

（北京晚报）

组织未成年人“网上碰瓷”

“职业差评师”
恶意索赔牟利

发差评敲诈，明码标价“接活”

近日，广东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显示，
“职业差评师”不仅向商家恶意索赔，还通过
组建“打假退赔学习群”、传授敲诈商家的方
法和“话术”等，团伙作案。

记者采访发现，现实中，有一些不法分
子看到了网络评价存在的“商机”，把“写差
评”或“制造刷屏的评论”当成“职业”，通过
故意给商家“泼脏水”来获取好处。这不仅
损害商家合法权益，影响大众创业就业，也
对消费者形成误导，破坏网络消费环境。

对此，专家指出，网络评价不可或缺，它
对于促进商家诚实经营、打造品牌意义重
大。对于社会而言，不能让职业差评师恣意
妄为，但也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差评权”。

有媒体近日报道，来自安徽合肥的汪小
军经营一家蛋糕店多年，信誉一直良好，但
在某电商平台上，竟然被人投诉说“蛋糕中
有虫子”。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一团伙以“公
益打假”为名，通过组织未成年人及各类闲
散人员制造“网上碰瓷”，以恶意评论、灌水
等施压手段要挟网店商家，索要“保护费”，
在电商平台上形成恶劣影响。

记者采访了解到，极少数“职业差评师”
经常盯着新开的店铺，先发多条差评，再进
行敲诈，同时不断提升“删差评”的价码，给
店家施压。面对“职业差评师”的敲诈，有的
店铺被迫暂时关闭，有的店铺则花钱“消
灾”。“职业差评师”团队不仅暗中操作，有的
甚至明码标价地“接活”，甚至被一些店铺作
为工具，用来打击竞争对手，有的6元就能
买一条差评。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莫远明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平台难以精准识别恶意差评，
给了“职业差评师”可乘之机。有店铺向平
台反映恶意差评的情况，但平台的客服人员
表示只能删除部分被识别为恶意评价的内
容，其他差评因证据不足难以处理，商家依
旧持续收到恶意差评；而且遭遇恶意差评的
店铺数量多，但单个店铺的直接损失较少，
给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带来困难，店主维权并
不容易。

平台须用技术手段保障合法权益

杭州老人感觉将不久于世

接连几天，她从窗户撒钱

12岁女孩被高空抛砖砸进ICU

7岁女童承认系自己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