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拆完快递后顺手揉了揉眼睛，患上眼部带状疱疹
她拆开快递后直接吃土豆片，腹痛难忍、腹泻脱水

快递包装有点“脏”？取拆不当或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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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双11

拆完快递不洗手或致病

近日，湖北武汉65岁的陈女士（化姓）拆
完快递后，顺手揉了揉眼睛，中午，眼睛就开
始发痒。午觉后，眼睛已经红肿，并出现了疙
瘩和凸起，疼痛难忍、后经医生检查，陈女士
患上了眼部带状疱疹。可能是因为陈女士平
时不爱运动，身体抵抗力弱，拆完快递后没有
洗手，直接揉眼睛，从而导致病毒感染。

无独有偶。近日，河南郑州李女士网购
了几袋土豆片，拆开快递盒后，没洗手就尝了
一片。当晚，李女士腹痛难忍，腹泻脱水，被
家人送往医院。后经医生检查，李女士送检
的粪便样本中，检测出超标的大肠杆菌，但土
豆片样本中大肠杆菌含量符合标准，因此，医
生高度怀疑是李女士拆完快递后没有洗手，
直接吃零食导致的腹痛腹泻。

快递包装究竟有多“脏”？

包装材料本身可能“暗藏玄机”。目前，
快递的包装袋材质通常是聚乙烯、聚氯乙烯
材料，如果符合国家标准则没有毒害，但某些
包装袋可能是由回收料再加工做成，极可能
残留大量有害物质。

同时，快递可能在运送过程沾染病原体，
在完成包装之后，快递在揽件、中转和派送过
程中，容易携带尘土、细菌及病毒等。

此外，快递配送员每天接触的人流量非
常大，一旦在某个阶段接触到病原体，也可能
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收件人的感染风险，因此，
在收快递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和
物品消毒。

怎么取、拆快递更卫生？
A·少接触
①在取件地点上，选择在驿站、快递投放

点或快递柜接收快递，减少与快递员面对面
接触。

②在时间选择上，尽量避开取件高峰期，
收到快递后，很多人都会迫不及待地直接用
手将包装袋撕开，甚至直接用嘴去咬，容易导
致细菌和病毒进入人体，造成疾病危害。

建议未拆封外包装前，减少身体躯干与
快递的接触面积。

③取包裹时，避免双手抱取。
④在拆快递时，尽量用剪刀去剪，不要直

接用手撕，更不要用嘴咬。条件允许时，建议
在室外通风处拆卸包装，并将包装袋按要求
放置于回收处。

B·勤洗手
处理完快递后，应及时在流动水下，用肥

皂或洗手液洗净双手，建议洗手过程使用“六
步洗手法”，每个步骤双手来回搓擦 5 次以
上，以充分清洁手部。

C·多防护
当取件驿站人流量较大，或包裹存放条

件不佳容易受到污染时，有条件的话，取件
与拆件可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戴一次
性手套，用 75%酒精、医用消毒湿巾等消毒
包裹。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双11”临近，快递增多。
然而，取快递、拆快递时，如果
不小心，很可能影响健康，甚至
危及生命！快递包装有多
“脏”？怎么取、拆快递更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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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将至 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

多地发布“双11”消费提醒：
切勿平台外交易

近日，各大电商平台已陆续拉开“双11”网购促销的
帷幕，贵州、浙江宁波在内的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
消保委纷纷发布“双11”消费提醒。

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该省消费者协会提醒消
费者，在网络购物时理性选择商家，谨防网购诈骗；识别
网购“套路”，认清虚假优惠，对各大电商平台推出的先
买后还的借贷方式购物，消费者要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盲目囤货不可取，按需购买不浪费。

宁波市消保委方面提醒，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
其在网络电商平台看中商品后与经营者沟通期间，被诱
导添加个人微信，或其他方式进行平台外支付交易，最
终造成维权难的现象。

宁波市消保委公益律师魏柴惟一表示，平台外交易
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
第十条就指出，“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警示用
户平台外私下交易等行为的风险”。虽然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一）》第五条规定，“平台内经营者出售商品或者
提供服务过程中，其工作人员引导消费者通过交易平台
提供的支付方式以外的方式进行支付，消费者主张平台
内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平台内
经营者以未经过交易平台支付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实际维权过程仍可能面
临较大困难，例如责任主体难确定、售后服务难保障、关
键证据易缺失等问题。

新华社客户端、澎湃新闻、中国质量报

相关新闻

一年一度的“双11”网购促销活动已拉开帷幕，许多消费
者正待开启或已经启动了“逛逛逛”和“买买买”的购物模
式。为帮助广大消费者理性看待互联网促销活动和商品测
评类营销信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

1
理性审视消费需求，切勿迷信“种草”流量

面对逛不完的网店、看不尽的商品、理不清的优惠
措施，消费者有必要货比三家、综合考察之后再作决
策。针对某些主播、博主推出的各类“测评红黑榜”“必
备好物清单”“避雷清单”等，应当多平台、多渠道进行
比较，客观理性看待各类测评榜单和测评内容；针对

“第三方测评”主播、博主提供的引流优惠信息，特别是
所谓“无脑购入”“家人们放心冲”等具有强烈情绪和引
导性质的标题、口号时，消费者更应保持清醒，聚焦自
己和家人的真实需要，不迷信“流量”，不尽信“流量”。

2
关注主体口碑信用，以便维权追责有的放矢

不少“第三方测评”账号本身就经不起测评，不同平台的
博主对于同一款商品可能有着不同的感官评价甚至是截然相
反的结论，同一博主在不同时期测评同类型相关产品时也有
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还有一些“第三方测评”账号发布的
信息并非原创，均为网络搬运或复制杂糅相关信息整合而成，
可信度和科学性有待商榷。大量发布作品的“第三方测评”账
号背后，许多是不能承担责任的自然人，让轻信“第三方测评”
的消费者在情感上受挫，在消费维权上也面临难题。

因此，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
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
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
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
门进行投诉举报，依法主张自身权益。

3
留意宣称测评方法，避免“诚意”变“套路”

一些“第三方测评”账号披露的测评过程全靠主观评
价，缺乏科学的测评方法，无法提供真实可信的实验凭证；
一些博主、主播的点评话术充斥着“必入”“智商税”“谁买
谁后悔”“错过等一年”等词句，看似情真意切，其实套路深
沉，不仅误导消费者，有些还涉嫌不正当竞争或商业诋毁。

消费者在浏览有关“第三方测评”信息和推荐产品时，要留
意查验有关测评项目是否合理，测评信息或数据来源标注是否
清晰，相关数据结论有无常识性错误或逻辑谬误，还可以翻阅
查验该账号作者往期成果、点赞情况和网友评论留言，综合比
较信息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4
当心概念营销变味，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

部分“第三方测评”账号在经营过程中没有把握好公正客
观和经营盈利的关系，为了商业利益变身流量代言人，以“科
普”“分享”为名行“营销”“带货”之实，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和公平交易权。还有少数博主、主播和经营者偷换检验检测
指标项目概念或虚假展示检验检测报告，更有甚者直接伪造
虚假检验检测报告，推销涉嫌价高质次的仿冒、伪劣商品，一
经查实均须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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