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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深圳袁女士在网络发布了一

段视频， 表示自己在退租时竟遭遇二房

东“拆窗验灰”， 视频冲上热搜引发热

议。 据袁女士描述， 退房当日， 二房东

以老化瓷砖未洗净为由， 拒绝退还押

金， 袁女士据理力争， 二房东竟变本加

厉， 当着前来调解的民警的面， 强行拆

下厨房和卧室的玻璃窗， 检查缝隙中是

否有灰尘， 其行为令人瞠目结舌。 到场

民警表示“能把卫生做这么好的真是少

见”， 二房东却对民警恶语相向， 对其

吼“不要插嘴”。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拉

锯， 房东扣除 100 元卫生费后退还剩

余押金及剩下的半月房租。

二房东群体的异化， 本质上是租赁

市场供需矛盾与监管缺位的产物。 在热

点城市 35%的租房人群中， 超过 60%曾

遭遇过克扣押金、 合同陷阱等问题。 某

平台数据显示， 2023 年涉及二房东的

纠纷投诉量同比激增 47%， 其中“卫生

费” “磨损费” 等奇葩扣款名目层出不

穷。 供需失衡催生出庞大的灰色租赁产

业链， 二房东凭借信息不对称与强势地

位， 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弱势租客。

现行法律在对二房东的资质认定方

面， 存在明显漏洞。 《商品房屋租赁管

理办法》 虽禁止转租牟利， 但实际操作

中， 大量二房东通过注册空壳公司、 伪

造房产证等方式规避监管。 某地住建部

门抽查发现， 72%的“长租公寓运营商”

缺乏合法备案， 这些游离于监管体系之

外的主体， 利用《合同法》 中“意思自

治” 原则肆意设置霸王条款。 更值得警

惕的是， 部分二房东与黑中介形成利益

链条， 通过制造“阴阳合同”、 虚构租

期等手段， 实施合同诈骗， 2022 年，

相关刑事案件同比上升 28.5%。

破解租房市场乱象， 需要多维度施

策。 首先应完善法律规制， 借鉴德国

《租房法》 经验， 设立“租金涨幅上限”

与“退租保证金托管制度”。 北京近年

来试行的“租赁资金监管平台” 值得推

广， 通过银行托管机制确保押金安全。

其次要构建信用惩戒体系， 将二房东经

营行为纳入征信系统， 上海推出的“租

赁企业红黑名单” 已初见成效。 更重要

的是培育健康市场生态， 广州通过国企

主导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使正规

房源占比提升至 23%， 有效挤压了灰色

市场空间。

居住权是现代公民的基本人权， 租

房市场不应成为资本游戏的狩猎场。 当

“拆窗验灰” 的闹剧刺痛社会神经时，

唯有通过法治框架重构、 监管手段创新

与公共服务补位， 才能让租房真正回归

“住有所居” 的民生本质。 这场关乎千

万人居住尊严的治理战役， 需要政府、

市场与社会各方的智慧与合力。

二房东“拆窗验灰”，租房市场亟待规范
□ 张西流

别让伪“量子”科学“纠缠”消费者

那些打着“量子” 旗号的伪科技

产品， 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利

用信息不对称， 欺骗消费者。 对此，

我们必须擦亮眼睛， 识破这些“伪量

子” 的真面目。

“量子” 不是“筐”， 不能啥都

往里装。 面对这些打着“量子” 旗号

的虚假宣传， 监管部门应当主动作

为。 一方面， 要加强市场监管力度，

对涉嫌虚假宣传的商家进行严厉查

处； 另一方面， 也要压实平台主体责

任， 对网络上充斥的“量子日用品”

等， 督促平台完善审核机制， 利用技

术手段对可疑信息进行筛查预警。

消费者自身也应提高警惕， 切莫

被商家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在购买

商品时， 要仔细辨别产品的真伪，

不盲目追求所谓的高科技噱头。 同

时， 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一旦发现所购商品

存在虚假宣传等问题， 需及时向有关

部门投诉举报， 让不法商家受到应有

的惩罚。

还应看到， 这些“量子产品” 之

所以能够在市场上大行其道， 与部分

消费者对量子科技的认知不足也有一

定关系。 因此， 加强科普宣传、 提高

公众对量子科技的认识水平显得尤为

重要。 只有当消费者真正了解了量子

科技的本质、 应用领域和目前发展阶

段， 才能增强辨别能力， 更加理性地

看待这些所谓的“量子产品”， 避免

被虚假宣传所误导。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在追

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 消费者渴望借

助科技的力量提升生活品质， 但绝不

是不良商家的“韭菜”。

“量子” 不应成为商家欺骗消费

者的噱头， 而应成为推动科技进步、

造福人类社会的强大力量。 期待在

多方共同努力下， 让“量子骗局”

无处遁形， 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大众， 为美好生活

添彩。

综合新京报、 北京晚报、 红网等

（业勤 整理）

据专家介绍， 目前量子技术主要

应用于专业领域， 应用于生活的量子

产品并不多。 比如， 量子芯片通常有

很大装置、 价格也贵， 不可能只要几

十块钱还能放到鞋垫里。 神乎其神的

量子产品， 不过是打了量子概念的擦

边球， 故弄玄虚， 并无实效。

从量子笔到量子美容仪， 从量子

袜子到量子鞋垫， 都不是新把戏。 多

年前， “防癌” 的量子挂坠， “返老

还青” 的量子舱也曾被热炒。 部分

商家利用消费者对科技概念不甚了

解又颇为好奇的心理， 把“量子”

等科技当作营销的噱头， 引消费者

入局。 有的虚张声势， 打着高科技

包治百病的旗号哄骗消费者； 有的

明目张胆蹭概念， 直言“此量子非

彼量子”。 面对层出不穷、 花样百出

的伪科学产品， 消费者很可能信以

为真。 据报道， 有消费者购买了宣

称可以排除身体毒素的氢量子泡脚

盆， 使用后没有任何效果。 吹得天花

乱坠， 到手一无是处， 消费者不仅经

济受损， 万一因“量子产品” 延误治

疗， 更会危及健康。 伪科学产品扰乱

市场、 蓄意炒作， 也会影响量子高科

技产业的声誉。

所谓量子产品， 不过是“拉大旗

做虎皮”， 用高科技的名头忽悠消费

者， 行招摇撞骗之实。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实施条例》 明确规定， 经营者

不得通过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虚构或者夸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

保健、 养生等功效； 《广告法》 也要

求，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内容， 不得欺骗、 误导消费者。 可

见， 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量子产

品”， 均涉嫌违法违规。

“量子鞋垫” 再次为我们敲响警

钟。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力量， 不应该在商业的滥用中被污名

化。 只有严厉打击类似伪科学产品，

才能为科技创新创造更好的环境， 让

科技回归正途。

  近年来， 随着我国在量子科技领域

的重大突破， “量子” 一词逐渐走入大

众视野， 成为科技前沿的代名词。 然

而， 据央视新闻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

这一高精尖领域的专业术语， 却被一些

商家滥用， 成为营销噱头。 从量子鞋垫

到量子美容仪， 一些不良商家恶意“蹭

热度”， 以低廉的价格和虚假的宣传误

导消费者，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

益。

几十块钱的“量子鞋垫”，哪有什么高科技

不能任由伪科学欺骗消费者

在信息爆炸时代， 养生话题热度居

高不下， 尤其是中医养生， 凭借独特的

理念和方法， 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 然而， 一些人却利用人们对健康的

追求， 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看似诱人的

“免费中医养生课” 陷阱， 背后隐藏着

各种套路， 让众多参与者尤其是老年人

深受其害。

在短视频平台输入“中医养生” 关

键词， 瞬间弹出数百条免费课程。 镜头

前， 身着白大褂的“专家” 们或演示艾

灸手法， 或传授舌诊秘诀， 屏幕下方滚

动着“免费领取养生秘籍” 的醒目提

示。 这场看似普惠全民的知识盛宴背

后， 实则暗藏中医传承的危机密码， 尤

其是针对老年群体的欺诈行为， 正将中

医声誉推向悬崖边缘。

某些“中医大师”， 在直播间宣称

“三伏贴能治愈糖尿病”， 将传统敷贴疗

法包装成现代医学难以企及的“神药”。

更有甚者， 专门针对老年人设计话术：

“您这舌苔发白， 再不调理就要中风

了！” 这种恐吓式营销， 搭配“限时免

费领取” 的紧迫感， 精准击中老年人对

健康的深切忧虑。 某电商平台数据显

示， 售价 198 元的“量子能量足贴”，

七成购买者年龄在 55 岁以上， 但其主

要成分， 仅是普通竹醋粉， 所谓“高科

技”，不过是印在包装上的营销噱头。

北京市消协 2023 年调查显示， 65%

的老年消费者曾购买过网络中医养生产

品， 其中 42%确认存在夸大宣传。 当

“免费课程” 成为引流工具， 健康知识

传播异化为商业营销手段， 中医的实用

价值， 便在资本逻辑中发生扭曲。 更令

人忧心的是， 部分机构通过“健康讲

座”，收集老年人个人信息，进而推销高

价理疗服务，形成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虚假养生信息泛滥， 正在重塑公众

认知。 某健康调查显示， 37%的受访者

认为， 中医等同于保健品推销， 62%的

年轻人表示， 难以辨别网络中医信息的

真伪。 这种信任流失如同慢性毒药， 侵

蚀着《黄帝内经》 “治未病” 理念的现

代价值， 更让真正需要中医调理的患者

陷入选择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 老年受

骗者的负面体验， 往往通过家庭、 网络

传递给年轻一代， 形成“中医不靠谱”

的代际认知。

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 中医

传承需要拨开迷雾。 当免费课堂回归知

识普惠的本质， 当银针不再沦为带货工

具， 这门古老智慧， 才能真正成为照亮

健康的明灯。 守护中医声誉， 不仅是对

千年文明的交代， 更是对每个渴望健康

之人的承诺。 唯有斩断伸向老年人的欺

诈黑手， 中医方能重获全社会的尊重与

信任。

别让“免费中医养生课”损害中医声誉

□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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