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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不到6元，还是包邮到
家，却给丰巢快递柜交了 1 元保
管费，你说冤不冤？”昨天上午，
市 民 刘 元 拨 打 晚 报 热 线
28829110吐槽。

刘元说，她在网上买了一个
车载手机支架，按道理要送货上
门，但快递小哥将其放在丰巢快
递柜里，因为没有注意短信消
息，导致包裹超时，取货时不得

不支付了1元保管费。“我认为丰
巢 快 递 柜 向 消 费 者 收 费 不 合
理。”刘元说，因为只有1元，她也
没有和快递小哥去理论。

去年上半年，丰巢方面发布
消息称，丰巢快递柜将推出会员
制服务。这也意味着一直免费
的丰巢快递柜开始收费了。

昨天，记者查看市内多个丰
巢快递柜发现，其电子屏幕上提

示快递柜超时将收费，普通用户
可以免费保管一段时间，超时之
后每 12 个小时将会收费 0.5 元，
3 元封顶，丰巢会员则可以选择
购买5元包月的月卡或12元包1
个季度的季卡。

丰巢推出收费规则后饱受社
会诟病，一些原本设立在小区内的
丰巢快递柜被搬了出去。不过，丰
巢并没有因此终止收费计划。

消费者亲测：
“双11”有商品比平时还贵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双11”如约而至，各大电商平台推出了眼花缭乱的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买买买”。实际上，消费者“双
11”购物车中的商品，很有可能比平时还要贵。

一双鞋贵了80元左右，一块表贵了3000多元

王先生在芦淞区开了一家电子产品销售公司。平
日里，他会关注网上电子产品价格。他发现，“双11”期
间，不少产品比实体店贵了数百元。

以一款三星 32 寸曲面电竞显示器为例，王先
生店铺的价格为1399元，京东网上商城10月底的
价格显示为1799元，足足贵了400元。11月10日
晚上，该显示器抢购价依旧要1499元，比实体店贵
了100元。

王先生说，京东以前商品确实相对便宜，甚至
某些商品会通过倒贴方式吸引消费者。最近几年
市场稳固之后，很多商品价格优势并不明显。“先涨

价再降价是电商的惯用伎俩。”王先生说。
市民周小白一直想买一块卡地亚手表，上个月

就已将商品收藏在购物车里。他发现，上个月的价
格4万元不到。11月10 日晚上，该款手表价格需
要4.3万元，比上个月高出了3000多元。

除了名表、电子产品，日常用品同样有套路。
媒体从业人员唐先生在淘宝商城上看中了一双运
动鞋，10月初的标价是239元，优惠后实际支付了
148.9元。昨天，他发现该鞋子的标价还是239元，
即便使用优惠券后仍需要支付 229 元，比 10 月初
贵了80.1元。

“先涨再降”或涉嫌价格欺诈

12315数据显示，关于网络购物，消费者投
诉的主要问题包括收到网购货物后发现实际货
品与样品性状不符；部分商家擅自扩大不适用
七日无理由退货范围，承诺不兑现、退货时拖延
解决等；收到商品拆包后，发现有质量问题或瑕
疵，有的为假冒产品，要求退货，商家拒绝履行
承诺；优惠活动规则不明确，附加限制条件；商
家对优惠券或者消费积分使用条件、方法和期
限不加提示或提示不充分，消费者使用时处处
受限；有的商家玩起“文字游戏”，夸大促销力
度，误导消费者；“双 11”规则复杂、套路多，诸
多消费陷阱防不胜防；商家先涨价后降价、消费
者买完就降价，让部分消费者大呼上当。

去年12月1日起施行的《规范促销行为暂
行规定》，对市场上的多种促销活动做了规范，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解决先涨价再降价的
问题。该规定明确指出，经营者折价、减价，应
当标明或者通过其他方便消费者认知的方式表
明折价、减价的基准。未标明或者表明基准的，
其折价、减价应当以同一经营者在同一经营场
所内，在本次促销活动前七日内最低成交价格
为基准。如果前七日内没有交易的，折价、减价
应当以本次促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为基
准。

湖南天桥律师事务所律师罗建文说，在电
商行业，先涨价再降价的行为很常见，尤其是在
大型促销活动时。根据《价格法》等规定，任何
商家都不能利用虚假的，或者是让买家产生误
解的手段来引导买家进行购买。商家如果频繁
先涨价后降价，有价格欺诈的嫌疑，是法律明文
禁止的行为。消费者如遇到疑似价格欺诈、虚
假宣传等情况，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丰巢快递柜：快递小哥“爱恨交加”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伴随“双11”网络消
费“买买买”而来的是一
些消费者的投诉与吐
槽，丰巢快递柜收费就
是其一。

购物不到6元，付了1元给快递柜

如擅自入柜，消费者无义务付费

快递小哥对丰巢是“爱恨交加”。实际上，丰
巢除了向消费者收取保管费，还会向快递小哥收
取保管费，每使用一个格子要支付四五角钱。

快递小哥袁文说，以每天送100个包裹为
例，相当于每天要少赚四五十元。不过，丰巢快
递柜确实带来了方便，快递配送的主要时段是
上下午，都是客户上班的时间，电话沟通会浪费
不少配送的时间，而快递柜解决了这一问题。

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伍人涛说，按照
《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等规定，快递要保证
送货上门，快递员在没有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
况下，将快件投入快递柜，是违规行为，如果提
前告知则无可厚非。

有业内人士表示，快递柜收费应调整收费
对象，比如快递企业，而不是压榨快递小哥的
利润。遗憾的是，目前的结算方式过于复杂，
路径有问题。

湖南天桥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凌云说，消费
者享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只有征得消费者
同意的前提下，才可以改变投递的地址。若消
费者和快递员达成投放快递柜的协议，则应按
约定履行。若快递员擅自将快递件投入快递
柜，那么消费者就没有义务付费。

律师

事件

▶11 月 11 日晚，
一名快递小哥将包裹放
入丰巢快递柜。

记者/何春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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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渌口区南洲镇横江
村马家塘组，走进村民魏楚科家的
蔬果基地，只见一株株两三米高的
木瓜树长势喜人，快要顶破塑料大
棚，一串串青木瓜沉甸甸地挂在树
干，个个肥嫩硕大，散发着淡淡的清
香，冬日的暖阳透过大棚照射进来，
颇有些“热带盛夏”的味道。

“喏，拿回去做木瓜炖鸡，鲜甜
又有营养。”正在查看木瓜长势的魏
楚科随手摘下几个木瓜，大方地送
给几位周边邻居，“这都快成了我们
的家常菜啦。”邻居黄福珍笑眯眯地
说。

与木瓜结缘，对魏楚科来说算
是偶然。2018 年底，在外从事建筑

行业多年的魏楚科动了回乡创业的
念头，“出身农村嘛，总是有点乡土
情结的，况且村里基础设施好了，既
干净又漂亮，就想圆一下自己的‘农
业梦’。”魏楚科介绍，村里出去务工
的人多，不少田撂荒了，十分可惜，
他琢磨着，如果种点特别的水果，兴
许能做成个产业。

恰好这时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
员找到了他，说华南农大培育出了
两个新品种木瓜苗可以试种，魏楚
科来了兴趣，就在自家附近开辟2亩
地，引进100余株木瓜苗种下。

湖南冬季气温偏低，热带水果
“移居”过来多少有些“水土不服”，
“木瓜虫害少，但气温低于 5 度就容
易冻坏。”魏楚科回忆，有一年冬天
气温降到了零下几度，他搭建的大
棚保温性不够，三分之二的木瓜苗
被冻死，这让他很有挫败感。

“华南农大的专家博士很有耐
心，通过微信告诉我怎么解决种植
中遇到的问题，又给我寄来了 80 多
株苗。”敢于挑战、能吃苦的魏楚科
在学习中渐渐掌握了木瓜种植的要
领。他形容，种木瓜就像带“嫩毛
毛”一样，要细心，要有耐心，最重要

的是控制好施肥的量。
木瓜成熟期较长，但当年栽下

当年可以挂果，产出快。第一年成
功种出木瓜时，魏楚科别提有多高
兴了，他呼朋唤友来尝鲜，大家都夸
赞他的木瓜种得好。在口耳相传
中，不少人慕名而来，体验采摘木瓜
的乐趣。“木瓜一般在 25℃以上成
熟，今年这个时候相比同期有点冷，
所以木瓜长得慢了，还有很多是青
的。”他和家人将青木瓜制作成木瓜
丝售卖，也获得了好评。

谈起木瓜带来的效益，魏楚科
笑称“不值一提”，素日低调的他很
少在朋友圈为自己的木瓜打广告。

“现在种的面积不大，平日里送朋友
的多，有顾客要就卖一点。”魏楚科
明白，单打独斗难成气候，但当下还
不具备扩大规模的条件。

“湖南种木瓜的很少，市场潜力
很大，希望有专家帮助我们村做好
产业规划，区镇村能在土地流转、合
作人等方面提供帮助。”今年50岁的
魏楚科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希望
在党组织带领下，有更多的人一起
发展木瓜产业，把横江木瓜打造成
渌口的特色农产品品牌。

“老酒”酿出新芳香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田婧杨

“横江大叔”种木瓜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肖霜

秋末，渌口区
渌口镇花园村一个小山坳里，还

未走进贺家酒坊的大门，浓郁的酒香
已经袭来。酒坊内，酒坊负责人贺进正守着

热气腾腾的锅子，工人们忙着蒸粮、晒粮。酒窖
里，一口口大缸整齐排列，米酒、高粱酒、杨梅酒等

各种酒的酒香交织碰撞，闻之欲醉。
“好酒要等时间来验证。”贺进介绍，“贺家老酒”

有122年历史，她是第四代传人。老酒香飘百年的奥
秘就在于酒曲。“别看这些小玩意长相平平，其实含有
24种中草药，每年只制作一次。”贺进提起一袋白色的
像汤圆的小球介绍，原来，贺进祖上有位郎中，行医时
发现了一些药性温和的中草药，便尝试将其做成酒
曲，没想到大获成功，这个秘方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每年七八月，贺进会背着竹篓顶着烈日，和工
人们一起上山找草药，“把中草药混合大米揉搓成
一个个小圆球，成型的酒曲需要3天才能发酵完
成。”贺进介绍，制作酒曲温度、气候很关键。在
这三天里，第一晚不能睡觉，要时刻注意温度
变化，发酵好的酒曲还要晒干，一旦做不好，
整年的酒都受影响。

如今深谙酿酒之道的贺进其实不是
个爱酒的人，她曾在广州上大学，学的是

电子商务专业，毕业后当过白领、教过
书，然后结婚生子。直到30岁那年，
她才正视这门祖传手艺，“当时想
回乡发展，感觉老祖宗的东西不
能丢。”2015 年，贺进辞去了稳
定的工作，在花园村找了一所

废弃学校办起酒坊。
“刚开始并不顺利，一
吨吨粮食浪费掉，就是

做不出来酒，反

反复复花了大
半年时间。”贺进没有气馁，外出拜
师学艺，加上她有一点酒的酿造根基，
通过和其他酒品种制作手法比对融合，贺
进终于突破了制作瓶颈。好酒离不开优质的
原料和讲究的工序，“八斗山冲的优质糯米，再配
以百米深的古井水，经过浸米、蒸粮、蒸馏等10多道
工序，等待近40天方才能制成贺家老酒。”贺进说。

酒香也怕巷子深。起初，贺进采取传统销售模
式，对品牌、包装等方面不太注重，“那时，每个月的销
售额连1000元都没有。”为了打开销路，哪怕不赚钱，
贺进就一壶壶的送人。产品定价偏低，制酒工艺原
始，效率不高，成本却高，半年内陆陆续续投入30余
万元，却一直亏损，贺进一度看不到希望。

转机出现在2015年，贺家中草药酒曲制作技艺
项目成为株洲县非遗项目，该区相关单位多次带她
参加省市非遗培训、交流活动，打开了贺家老酒的
知名度，她也努力研究改进制酒工艺，使得制酒效
率大为提高，酒的口味也多样化，并且升级了包
装注册了“醉渌湘”品牌。如今，贺进成了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酒药制作的传
承人，贺家老酒也有了名气，飘香省内外。

和市场上售卖的标准化勾兑酒不同，
贺进每做一批酒，都会因为制作天气、
发酵时间不同，或制作时的灵光乍现，
使得酒香和口感各异，收获了许多
酒友们的认可。贺进喜欢呆在酒
窖里，看看新酒发酵的进度，或
是钻研一下新口味，对她来
说，酒不仅仅是酒，更是
一种表达和生活态度，
她希望把这个老祖
宗的手艺传承
下去。

▲魏楚科与他的木瓜。 邹怡敏 摄

▲摊粮环节。 田婧杨 供图

▲贺进正在查看酒的情况。 田婧杨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