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酱骨头堆成小山，猪皮冻闪烁着
晶莹的光泽，锅包肉香气四溢……这
些地道的东北美味，让家住大学城的

白玉珍不惜驱车40多公里，就是为了前来寻找
家乡的年味。“来啦老妹儿！里面坐！”走进位于
南岸区回龙湾“咱家东北菜”的大门，便能听到
一声浓浓的乡音。这是一家在重庆开了17年、
饿了么上线5年的“老牌”东北菜馆。

临近春节，和这座城市里大大小小的菜馆一
样，“咱家东北菜”也在紧张地准备年味，把如同妈
妈亲手做的味道，带给更多漂泊在外的老乡们。

饺子带着浓浓的年饺子带着浓浓的年
味和妈妈的味道味和妈妈的味道

东北菜餐馆生意红火东北菜餐馆生意红火

视频APP收费高遭集体吐槽

1月4日晚，抖音用户“小乖”发布了一条吐槽
智能电视视频APP收费高的视频。“有没有人管
管电视这个事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花钱，我花
四五千块钱买个电视，要安宽带要安机顶盒。完
了以后呢，你想看电影，连续包月是20元一个月；
你想看电视剧，连续包月是29元/月，包半年是96
元；孩子非得看的动画片是最贵的，39元一个月，
半年包也是96元，但是三样不相通。比如你买了
动画片，也不能去看电视，也不能去看电影，三样
加起来，一年得将近600块。而且更过分的是，如
果用手机上的APP，有些投屏还要花投屏的钱。
什么都不可以看，一看就要花钱，那我买个电视
干啥，不如直接在一个APP上充会员。再这样搞
下去的话，以后大家都不买电视了。”

这个吐槽视频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广泛支
持，截至1月7日中午12点，已经获得将近175万
点赞，留言也超过了11万条。不少网友表示“确
实应该整治一下了”“怀念原来的电视，现在都
变味了”“我们家看央视都收费”“你说出了大家
的心声”“怎么能助你上热搜”“一年下来看电视
的费用都高得离谱，导致现在电视机都成了摆
设”……

套娃式层层收费就是变相涨价

记者调查发现，“收费混乱”已经引起多家
媒体的关注。有媒体就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
评：“难用、坑人……智能电视在一些消费者看
来已经要变成‘智障电视’了。”目前在智能电
视领域存在的“套娃式充会员”的陷阱已成为
投诉热点。

从大量吐槽来看，智能电视安装不同的
视频平台，而用户想看的内容又分散在不同
视频平台，不断下载APP并分别开通会员才
能顺利观看，这些视频平台又将电视端与手
机端区分开来，手机上能看的会员内容在电
视上看不了，逼得人不得不再次付费，招致
一片差评。比如，爱奇艺的电视版名为“(银
河)奇异果TV”，优酷的电视名为“酷喵”，腾
讯视频的电视版本名为“云视听(极光)”。如
果想在电视上观看，还得缴费升级成更高级
别的会员。以爱奇艺为例，黄金VIP仅支持

电脑、手机、平板三个端口使用，而白
金VIP多加了电视端观看的方式。

智能电视时代，“一充再充”的会员机
制俨如俄罗斯套娃，一层套着一层，让消费
者很是不爽。2023年初，一句“看个电视

太费劲了”突然登上了热搜榜单。有网民在社交平
台吐槽，现在通过电视机下载的视频APP看电视
剧、电影、动画，居然要分别收费。这条视频引起了
很多人的共鸣，目前已经获得175万点赞，留言达
到11万条。

解乡愁 芹菜饺子里装着妈妈的叮咛

“芹菜饺子和我妈做的味道像极了！我从小就爱吃
这道她的拿手菜！”家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白玉珍夹了一
个饺子放进嘴里，慢慢嚼，似乎舍不得一口吃完。她独自
在异乡打拼，已是三年没回家过年。

离春节越近，心中的乡愁就愈发浓烈，愈加想念家乡
的味道。“每次想家时，都会跑来吃。虽然重庆的美食很
多，但这一口东北菜，怎么也戒不掉。”“孩子爱吃芹菜饺
子，老婆爱吃韭菜馅饺子，我妈爱吃酸菜馅……”家住南
岸区七公里的周童来自辽宁，想那口饺子了。但家中众
口难调，包一次“费老大劲儿”，于是他打开外卖平台，点
了一份丰盛的外卖。服务员将包好的生饺子撒上面粉，
再小心翼翼地一个个分开放进打包盒的小格子里，叮嘱
外卖小哥温柔对待，保存好漂亮的形状。除饺子外，锅包
肉、地三鲜、油炸蝉蛹都是他钟爱的家乡菜。

当沉甸甸的外卖送至手中，一打开，满屋都飘满香
味。周童的媳妇烧上一锅水，不一会儿圆嘟嘟的饺子浮
了起来，被一家四口争先夹进碗里。

送年味 东北人爱点现吃的“年货”
在这家菜馆里，来来往往的顾客大部分是东北人。

“爱吃东北菜的重庆人很多，但是一年到头都吃东北菜
的，还数咱老乡。”餐馆老板娘马银环麻利地将外卖单交
给服务员，叮嘱好顾客的特殊要求，再迅速交给后厨。有
时候忙起来，她还要亲自去厨房切皮冻、捏豆包。

马银环一家来自黑龙江双鸭山，2023年是这家店在
回龙湾开的第17个年头。一年又一年，慰藉了无数在重
庆的东北人的胃。她展示着手机上的订单：“像油豆角、
皮冻、红肠、酸菜等原材料，都是专门从东北运了几千公
里过来的。为的是让老乡们吃到一口口菜时，能够想起
家乡的一草一木，想起妈妈的一句句叮咛……”

从2020年开始，马银环每年春节前都能收到许多订
单，最受欢迎的有铁锅炖、地三鲜、大骨头。留在重庆的
东北人，在“咱家东北菜”点上各类品种的外卖，在家约上
一群朋友，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过个年。“哪怕是不能
回家呢，过年的氛围可不能少。”有收到东北菜外卖的顾
客开玩笑说，这跟备年货差不多了。吃着热乎乎的带着
家乡味道的饭菜，是每年过年期间的“保留节目”。

东北菜分量一向扎实，马银环贴心地将菜单上的大
菜码改成小份菜，让思乡的孩子们可以能多点一道家乡
年味。

备年味“家宴”外卖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十倍
元旦刚过，距离兔年春节又近了一步，线上线下老老

少少“备战”年夜饭的氛围也逐渐浓厚。1月3日，饿了么
年货节正式启动。据数据显示，腊月以来，“家宴”外卖搜
索量同比去年增长十倍，其中超过一半用户都是00后。
除了年夜饭外卖，消费者可提前在饿了么上备好年货礼
盒。包含零食干货、酒水生鲜等品类的数十万餐饮商家、
连锁商超，特色年货等待消费者选择。

年货节期间，饿了么在重庆首次发布“放心点·榜”。
本次榜单综合了重庆餐饮品牌门店过去1个月的真实消
费、口碑评价等维度数据，最终筛选出100家外卖品牌收
录榜单。榜单希望在重庆评选一批最具城市特色、高人
气、真实且实用的美食店，为市民和游客能够更好地享受
到重庆特色美食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信息服务。据了
解，麻爪爪、烟火浮生等重庆本土品牌均位列榜上。

从今年元旦开始，“咱家东北菜”的红烧鱼、猪蹄、饺
子的订单多了。“在东北，我们常说，过年吃鱼，年年有余，
多吃猪蹄，可以抓钱，吃了饺子，团团圆圆！”老板娘用一
口地道的东北话笑着说。

“东北菜馆对于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东北人来说，其
实是一个精神归宿。”在周童看来，身边很多老乡都和他
一样，不论搬家到哪里，总会在最短时间内，找到离家距
离最近的东北菜馆，走进去，听一声亲切的东北口音招
呼，夹一口地道的东北菜，胃里暖暖的，心里很安稳。

重庆晨报记者 杨野

智能电视上看视频
遭遇套娃式充会员

在没有折扣的情况下，黄金VIP是30元/月、
78元/季、258元/年，而白金VIP是50元/月、
128元/季、388元/年。

除了不同渠道、不同内容要求充会员，套娃
式充会员的陷阱，还包括各种不同权限的会员
要消费者充会员。2022年9月，有网友在黑猫投
诉平台上投诉称，酷开的电视会员种类多，宣传
信息不明确，其小孩在观看动画片时弹出付费
窗口，于是开了包年会员(218元)，但仍无法观
看，需要再开亲子会员，“(当时)也没说影视会员
不能看动画片，太坑了！”

“套娃式充会员”的操作，本质上是视频版
权方一种变相的加价，这比直接一次性会员提
价要隐蔽，但它肯定会引起观众的反感。

版权方强势提高收入引发争议

当前的电视机已经不再是以前单纯只能收
看各地卫视节目的状态，它已经与手机、电脑一
样，可以下载各种APP，成为了一种承载内容的
平台工具。各个版权方为了确保和提高收入，不
断强化“终端区别”和“内容区别”，这就是引发网
民投诉的套娃式充会员的根源。所谓“套娃式充
会员”涉及的问题无非是视频内容“该收多少费
如何收费”的问题。在视频内容版权方越来越强
势的情况下，毫无谈判能力的消费者是绝对的弱
势一方。有专家指出，目前尚未看到明确的、合
适的解决办法。

除了收费和会员问题，智能电视无处
不在的广告也是消费者吐槽的焦点。
人民网财经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智
能电视开关机广告调研报告》显示，近
九成消费者家中的智能电视存在开关
机广告，86.09%的厂商没有设置开关
机广告的“一键取消/关闭”按钮。对于
电视开机广告屡禁不止这个问题，记者
采访了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的聂
炜昌律师。聂律师表示，如今智能电视
开机广告的设置，让用户根本没有拒绝接
受的空间，已经违反《广告法》。另外，《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
规定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消费者在购
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按照
自己的意愿，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电视开
机广告不能一键关闭，同样侵犯消
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据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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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春节为了迎接春节，，餐馆提前餐馆提前
准备了很多东北菜食材准备了很多东北菜食材。。

重庆开了重庆开了1717年的东北餐馆年的东北餐馆
为过年不回家的老乡备为过年不回家的老乡备足足““年年货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