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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理 性 ，不 要 侥 幸 。 天 上
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
套 ”就 是“ 陷 阱 ”。 要 坚 守 理 性
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
险 大 不 大 ，看 看 收 益 水 平 合 不
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

不 要 被 赌 博 心 态 和 侥 幸 心 理 蒙
蔽双眼！

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
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
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
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
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

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
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
限”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
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
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
大流”投资！

规避非法集资陷阱
“三要、三不要”

新华社电 国 家 统 计 局
10 日发布数据，6 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 由 上 月 上 涨 0.2％ 转 为 持
平 ，环 比 下 降 0.2％ 。 上 半
年 ，CPI 平 均 比 上 年 同 期 上
涨 0.7％。

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食
品价格同比上涨 2.3％，涨幅
比上月扩大 1.3 个百分点。食
品中，鲜菜、薯类、鲜果和禽肉
类 价 格 上 涨 较 多 ，涨 幅 在
4.3％至 10.8％之间；猪肉价格
下降 7.2％，降幅比上月扩大 4
个百分点。

6 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

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6％。
非 食 品 中 ，服 务 价 格 上 涨
0.7％ ，涨 幅 回 落 0.2 个 百 分
点 ；工 业 消 费 品 价 格 下 降
2.7％，降幅扩大 1 个百分点，
其中能源价格下降 9.3％，扣
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下
降 0.5％，降幅均有扩大。

6月份，受石油、煤炭等大
宗商品价格继续回落及上年同
期对比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下降 5.4％，降幅比
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环比下
降 0.8％，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

6月份CPI同比持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崔圣驰）“这
天太热了！”进入夏至节气后，我市气温
持续升高，持续的高温天气也催生了消
费的新动向。

“您的外卖订单到了，请下楼领
取。”6月25日中午时分，外卖小哥陈磊
骑着电瓶车，顶着31℃的高温将外卖准
时送给顾客后对记者说：“天气热了之

后，每天的外卖订单很多，这么热的天，
大家都不愿意在家做饭或出来吃饭。”

“从数据来看，6月份比5月份同期
外卖订单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按照往
年惯例，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单量还会
增长。”外卖团队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
时说。

记者发现，随着气温升高，外卖在
“热经济”中贡献了不少力量，大部分餐
饮商家的外卖订单额占了营业额的“半
壁江山”。究其根本是人们不愿意出门
用餐，而在家中做饭会导致屋子里的温
度更高，所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
家点外卖。

暑热难耐，不少市民选择在晚上
出门逛夜市、赏夜景、逛商场，经济不
断升温。

“即便不是周末，近期晚上的客流

量也比白天大。一般情况下，客流从晚
上 7 点后开始猛增，天气越热客流越
多，只要天气晴好，有时晚上的客流会
比白天增加 1 倍多。”万达商铺的一位
销售员告诉记者。

由于白天酷热难耐，导致夜间消费
热度不断攀升，部分餐饮机构“拉长”了
夜间营业时间，并推出了“小龙虾畅吃”

“啤酒畅饮”等夏日专属套餐。“生意肯
定好啊，冰镇啤酒比烧烤卖得更快。”铁
西区一家烧烤店老板说，近期客流量明
显增加，整条街烟火气十足，相比起以
前，用餐高峰要晚半个小时，经营到凌
晨是常态。

在铁西区凯虹市场的一家奶茶店
门前，记者看到门口有不少排队的
人，尽管门口已经出示了扫码点餐的
二维码，但工作人员仍忙碌的一刻不

停闲。
在一些大型超市内，冰柜里存满了

各类雪糕，各种口味应有尽有，前来选
购雪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也有不少市
民一次就买走二三十根。

“我们店早上 7 点多开门的时候
就有人来购买饮料，下午买饮料、雪
糕的人就更多了。”在文苑路开设超
市的老板跟记者算了笔账，从上周
开始，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 10 多
箱矿泉水，每天卖出的雪糕也接近
10 箱，1 箱 30 根雪糕，一天能卖出近
300 根雪糕。现在，随着气温越来越
高，便利店的三分之一收入来自顾
客的冷饮消费。他表示，雪糕、饮料
还没有达到销售高峰，等到了三伏
天，真正的销售高峰到来时，销量还
能更多些。

高温天气催热“夏日经济”

今日

“88 元上门做一顿饭”“1 分钟 1
元代人遛狗”……近年来，随着平台
经济日益深入我们的生活，依托互联
网平台的各种上门服务蓬勃发展，范
围涵盖家政、维修、家教、养宠、按摩、
美容美发等众多领域，并且还在不断
扩大中，其边界主要取决于社会分工
的精细化程度。

其 实 ，上 门 服 务 并 不 是 新 鲜
事。像“上门保洁”“上门维修”“上
门家教”这些服务，我们一直以来也
并不陌生，只是以前确实没现在这

么方便。而上门服务能形成今天的
规模，显然有赖于互联网平台的赋
能。便捷的信息交互让消费者足不
出户便可享受到多样化、个性化的
服务。在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激发的
同时，“上门经济”新业态也成为新
的就业增长点，为越来越多的劳动
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就业选择。

不过，新业态的出现往往伴随着
“成长的烦恼”，“上门经济”也不例
外。对消费者而言，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收费标准不一、纠纷解决渠道不
畅等诸多现实问题足以打消不少人
尝鲜的念头。而且，上门服务意味着
陌生人会进入家里并待上一段时间，
由此涉及的个人隐私乃至人身财产

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对从业者而
言，劳动权益缺乏有效保障则是他们
在现实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上门一
切顺利还好，一旦雇主“不靠谱”，或
者双方产生纠纷，那劳动者要应对的
很可能就是无休止的“扯皮”。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是规范
的缺失。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
范的建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针对

“上门经济”的难点痛点，要多措并
举、精准施策。

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
立行业标准，补齐监管短板，这是

“上门经济”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关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上门
服务平台和各经营主体的制度性

监管，倒逼行业自律。上门服务平
台也要履行好管理责任。例如，健
全交易合同制度、建立信用档案制
度，完善投诉及评价机制，强化专
业技能和心理资质培训等。特别
是在上门服务人员的劳动权益保
障和行业准入资质的审核把关上，
各方要形成制度合力。

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
决。规范是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基础。和其他
众多新业态一样，唯有实现规范发展
而不是野蛮生长，“上门经济”才能有
长久的活力和光明的未来，这需要我
们共同努力。

（邓 浩）

为“上门经济”立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