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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啄木鸟家庭维修
发布整改承诺书称：将全面核查投
诉订单，进行价格透明化改革，杜绝
模糊收费，并将加强维修工程师管
理，杜绝话术误导，杜绝“多修多赚”
模式等。

啄木鸟家庭维修一贯宣称“除
了感情不修，啥都修”，其无所不能
的“人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
而，央视“3·15”晚会无情地曝光了
啄木鸟家庭维修的另一面：无病乱
修、小病大修、乱收费，坑骗消费者
的情况时有发生。

事件发生后，重庆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派出80余名执法人员入驻该公
司调查，力度惊人。该平台一句“对
不起，我们错了”，透着一股痛改前非
的意味。然而，这不过是在监管和舆
论压力之下表现出的“求生欲”。

啄木鸟家庭维修既不是初犯
错，也不是偶犯错，而是习惯性犯
错。去年 3 月，湖北经视 3·15 特别

节目和安徽 3·15 晚会都曝光了啄
木鸟维修收费过高的问题。一年
后，该平台以“一己之力”登上了央
视“头条”，这样的轨迹，让人慨叹。

啄木鸟家庭维修创始人聚焦的
是中国家庭维修市场的巨大潜力，
多年来，公司凭借线上揽收家庭维
修需求、线下分配维修师傅履约的
O2O 模式，在市场上崭露头角。这
种颇为新锐的经营模式，在带给自
身强劲发展动力的同时，也给消费
者带来了便利服务。假如啄木鸟家
庭维修能秉持健康运营模式，规范
发展，努力开拓，必能站上更高的

“平台”。两度递表港交所、姚劲波
和雷军参与投资，便是有力说明。
可惜，在利益考量面前，这只“啄木
鸟”病了，辜负了资本和消费者的期

望。
啄木鸟家庭维修存在的诸多收

费乱象，折射了当下维修类或家政
类平台的根源性问题。

如今，“维修刺客”屡见不鲜，令
消费者愤懑不已。不独啄木鸟家庭
维修，其他平台也被曝光过类似乱
象。出现相关问题，直接原因是一
些维修师傅见利忘义、肆意蒙骗。
而问题成因，也纷繁复杂。但显然，
平台管理和监管失序，是深层次原
因。例如，在平台较低的准入门槛
面前，一些在资质和信誉上存在问
题的维修人员得以混入，而眼里只
有提成的平台，放松了监管。更大
的问题是，平台抽成较高，也会“倒
逼”维修人员把“成本”设法转嫁给
消费者。以啄木鸟家庭维修为例，

其在订单上的收入占订单支付总金
额的约 40%，这一抽成比例相较于
其他维修平台高出两到三倍，堪称
行业抽成“天花板”。

抽成是平台赖以生存的命脉，适
当收取，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抽
成之争困扰着多种商业性平台。啄
木鸟家庭维修被曝光一事，再次将

“抽成”问题置于公共视线之中。
这一反面例子说明，“大平台”并

不天然等于“大信誉”，如果利益驱动
出了问题，平台越大，问题可能越重。

平台“赢者通吃”、自我放任的
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在规范中
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当成为平台
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近日，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表态：将加
快出台《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
规指南》，通过规范收费比例、降低
商户成本等措施，推动平台经济领
域各方主体互利共赢。这一要求，
切中肯綮。 戴之深

读了现代快报 3 月 14 日社评版
《“强制下班”新风气何以打动人心》
一文，笔者想接续说上几句。时下
在某些企业，经常性超时加班影响
了职工的身心健康。我家一侄女以
往在一家企业上班，每天要加“半个
班”，为了多挣些钱熬着干，几年下
来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无奈之下辞
了工作。

现实中，一些企业由于生产任务

较重，而又舍不得投资进行工艺改造
和技术创新，一味靠职工“打疲劳战”
来完成生产任务。这种竭泽而渔的
行为，不仅有损职工的身心健康，而
且违背了劳动法中关于加班的规
定。无休止的加班加点，压缩了职工
的休息时间，也减少了他们照顾家庭
的时间，影响了与孩子的交流沟通，
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企业

对生产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加快企
业生产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化进程，
以提高生产效能——要完成这一转
换，还需相关部门给予必要的技术
扶持。同时，要对职工加强技能培
训，让他们尽快掌握先进技能，胜任
劳动岗位，提高生产效率。此外，企
业经营者要在依法经营、打造健康向
上的企业文化上多花点功夫，在提升
科学管理水平上多动脑筋：如何合理

协调处理好任务和工作时间的关系，
做到既提高生产效率，又不延长工作
时间。多措并举，才能让“不加班”真
正成为职场常态，才能变强制下班为
准时下班、自觉下班。

当 然 ，有 些 班 还 是 可 以 加 的
——例如有些重点项目须按期完
成。对于加班职工，除了要做好待
遇保障，还要做好后续的调休安排
工作。 无锡 费德生

“啄木鸟”病了，药方是“平台规范发展”
周一见

“大平台”并不天然等于“大信誉”，如果利益驱动出了问
题，平台越大，问题可能越重

互动体 多措并举，让“不加班”成为职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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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关于 2024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全文公布。
一起看看今年“国家账本”清单。

预算报告公布了 2025 年主要
财政政策，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支
持扩大国内需求”“大力提振消
费”。眼下，各地也因地制宜，加码
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这两天，江苏南通的一家厨卫
门店迎来新一波消费高峰。南通市
民阳先生称，最近在做翻新，所以就
过来看一下，刚好遇到今天这里还
有补贴，算下来感觉还是蛮优惠的。

根据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今年
将发行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比上年
增加了1500亿元。为了保障“以旧
换新”政策实施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今年中央财政提前预下达消费品以
旧换新的首批资金810亿元。

深圳不久前提出，将加力扩围
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产品支
持品类扩展到AI智能眼镜、扫（拖）

地机器人等智能新消费产品，对个
人消费者购买家电、数码产品按照
销售价格给予最高2000元补贴。

黑龙江已经将超长期特别国债
资金10亿元和省级配套资金0.5亿
元足额预拨各地。

在广东，当地财政部门刚拿到
预拨资金，也开始了更大力度的新
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

根据预算报告，不仅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覆盖范围扩大，而且补
贴申报流程也会优化，还要健全回
收利用体系。同时，今年将扩大健
康、养老等服务消费，促进数字、智
能、文旅、体育等消费新热点加快发
展。

今年将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
2000 亿元用于支持设备更新。目
前，各地开始陆续春耕，财政资金正
在加力支持农机的设备更新。

这两天，在湖北的一家农机大
市场里，不少农户组团前来选购心
仪农机，其中高性能、智能化、智慧
化的农机成为大家的首选。不仅补

贴力度大，而且补贴范围也更广
了。今年湖北农机报废更新，首次
将机耕船、增氧机等纳入补贴范围。

据湖北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
总站站长任耀武介绍，湖北先期拨
付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6.76亿
元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农机报废
更新资金5400万元，提高农机装备
支撑水平，同时拨付资金3亿元支
持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帮助农民
降本增效。

眼下，全国多地都在快推进农
机更新。浙江日前正式启动 2025
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单台机
具最高可享8万元补贴。

江西将支持报废补贴农机品种
从 15类扩展到 27类，单台最高报
废补贴由1000元提高到1500元。

今年预算报告指出，将安排超
长期特别国债2000亿元用于支持
设备更新，比上年增加500亿元，进
一步扩范围、降门槛，不断发挥财政
资金的叠加效应，助力经济向好向
优。

除了用于“两新”扩围的 5000
亿元外，今年将发行8000亿元超长
期特别国债，用于更大力度支持“两
重”项目，也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
工程长海大桥项目日前在辽宁大连
正式启动，该项目总投资约 79 亿
元，计划在2029年建成通车；江苏
今年将安排省重大实施项目 500
个，年度计划投资超6500亿元，其
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
目225个，增幅21%，占制造业比重
超过六成。

目前，2025年“两重”建设项目
清单已提前下达。今年国家加力支
持“两重”建设涵盖了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人口高质量
发展等多个方面，重点支持基础研
究能力提升、未来产业发展等。各
地项目更多聚焦在高端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等领域，持续扩大有效投
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央视新闻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畅通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集中用餐单位内
部举报渠道，鼓励引导食品从业者
及相关人员积极举报食品安全违法
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切实守
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
监管总局已开发“全国食品安全举
报系统”，将于5月正式上线开通。

市场监管总局按照“四个最严”
要求，制定了2025年全国食品安全
抽检计划，紧盯农兽药残留超标、食
品添加剂“两超一非”、果蔬保鲜剂
滥用等突出问题，聚焦校园食堂、网
络销售、连锁快餐店、农产品批发市
场等重点场所和直播带货、餐饮外
卖等新业态，加大抽检力度，对发现

的食品安全问题，依法从严处置，全
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为解决消费者反映强烈的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找不到、看不清、不
易算”等问题，进一步规范食品标识
标注，强化食品标识监督管理，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近
期即将出台《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

法》。《办法》坚持站在消费者角度思
考解决问题，要求食品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到期日的标注位置更加清晰
明显，便于“查找”；要求使用更大字
体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便于“识读”；要求按照年、月、日的
顺序直接标注保质期到期日，便于
知晓食用期限。 据央视网

中国睡眠大数据中心发布
会暨全国睡眠障碍筛查工作发
布会于16日在京召开。会上发
布的《2025 年中国睡眠健康调
查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
人群平均睡眠时长为 7.06—
7.18小时。

该报告由中国疾控中心进
行调查，揭示了中国居民睡眠
健康状况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
响。报告显示，中国18岁及以
上人群睡眠困扰率为48.5%，女
性(51.1%)高于男性(45.9%)，00
后 (18—24 岁年龄组)最低，为
24.6%。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
困扰率逐渐上升，不同代际人
群睡眠困扰的类型差异较大。

2025年第二期全国睡眠障
碍筛查项目于当日正式启动，项
目将在去年全国睡眠障碍筛查
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筛查范
围，引入更先进的监测技术和大
数据分析手段，注重筛查结果的
科学转化，推动睡眠障碍的早期
干预和个性化治疗。

会上，有关专家还指出，随
着社会对睡眠健康需求的日益
增长，睡眠医学正迎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未来应进一步
加强睡眠医学学科建设，推动
多学科协作，加大科研投入和
政策支持，同时普及睡眠健康
知识，提升公众健康意识。

据悉，本次会议由中国睡眠
研究会、中国睡眠大数据中心
主办，以“汇聚睡眠力量，共筑
健康中国”为主题。

据中新网

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
平均睡眠时长超7小时

3000亿超长期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今年“国家账本”持续关注民生

全国食品安全举报系统5月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