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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汐

近日，“顺丰寄丢 20 克黄金，保价八千
只赔两千”的话题登上热搜。

9月10日，杭州萧山的小刘在顺丰同城
下单寄送20克黄金，还特意花费40元增值
服务费，按黄金的市场价 8000 元进行保
价。谁料，两小时后黄金不翼而飞，顺丰客
服表示“愿意赔付 2000 元”，且没有给出理
由。小刘一气之下将此事发到网上。

这是一周之内顺丰第二次登上热搜，
可谓前波未平后波又起。此前，顺丰寄丢
1.1 万元全新苹果手机，只愿赔付 1000 元，
借口是客户夏女士没有填写保价单。这次
小刘全额保价了，但顺丰仍不愿全额赔偿，
依据又在哪里？

购买快递保价服务，客户以为保价多
少赔多少，但结果往往是快递机构愿赔多
少是多少。快递保价套路深，一不小心就
绕进去。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发现，
保价不赔、保价乱赔、拖延赔付等屡见不
鲜，且涉及多家快递公司。保价 23万元的
钻石寄丢只赔 7 万元、保价 4000 元的飞天
茅台丢失只赔1499元、保价2.1万元寄的根
雕摆件受损最多只赔5000元……无论丢件
还是损坏，实际赔付金额均明显低于保价
额。

目前，国内快递保价业务尚无统一的
收费标准，不少快递公司既当运动员又当
裁判员，自作主张制定保价规则，并以单方
制定格式条款的方式印制在快递单上，这
边按“家规”干净利索收取保价费，那边出
问题后耍赖拒绝完整履行赔付责任。消费
者说理无门，加上维权程序烦琐、周期过
长，大多人只能自认倒霉。

9 月 13 日，顺丰同城按照 8000 元的保
价“全额先行赔付”小刘。警方介入后，丢
失的黄金也找回来了。结局看似圆满，过
程却令人深思。求助记者、拨打市长热线、
网络爆料，小刘的维权之路不容易。如果
不是各方关注，小刘是否获得等值赔偿，很
难说。

目前，夏女士被寄丢那台苹果手机已
被激活，顺丰怎么说？希望早日有答案。

快递保价不能自说自话

⊙雨来

民权县小伙儿小伟去年3月与女友订婚，但很
快遭到悔婚。女方拒退彩礼，声称给弟弟买了宝
马，没有钱。小伟诉请法院返还 17.9万元彩礼，但
判决仅支持返还12万元，即便如此，女方依然迟迟
不予履行。情急之下，小伟驱车挂着横幅到女方村
里巡街，循环播放录音讨钱。目前，法院已叫停小
伟的冲动行为，双方将于国庆节后见面沟通。

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小伟明确表示
“不接受打折返还”。在既往的彩礼纠纷新闻中，这
应该是交付彩礼方的第一次呐喊。

从法律上讲，如果小伟没有在法律规定期限内
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他将不得不接受打折后的彩
礼，即 12 万元。尊重法律、接受判决，是公民的义
务，意气用事对他没有帮助。

不过，小伟的呼声也值得重视。从交付彩礼到
双方感情冷却直至闹到法院，才半年多的时间，法官
是凭什么扣掉5.9万元呢？要知道，以当前的经济形
势，以农村青年的就业路径，5.9万元不是小数目。

未办理结婚登记，也未共同生活，一旦分手法律
明文支持返还彩礼，但揆诸以往，几乎所有登上新闻
版面的彩礼纠纷，均以打折返还结束。按说，一段恋
爱关系中，双方是平等的，感情的付出有多有少，难
以用金钱量化，但彩礼是现金，实打实的量化货币，
一元都错不了。

难道问题出在法官这儿？其实，法官也没错。
在实体法中，民法的弹性最大，这意味着法官的自
由裁量权最大。法律的确规定了返还彩礼，但返还
多少，权力在法官手里，只要判决不违背“返还”的
规定，法官就无可指摘。于是，判决书里经常会出
现这样的字眼：结合……等案情，酌情……

这个“酌情”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有时多
少让人有些意难平。比如，小伟在短短半年多的时
间里就损失了5.9万元，他得打多少工才能赚回来？

公平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并不意味
着返还彩礼不能打折，但几乎所有彩礼纠纷都以打
折结束，让人不得不揣摩其中是否有歧视女性的旧
观念在作祟。

我国非判例法国家，但法院判决依然有示范效
应和舆论效应。在彩礼纠纷中，考虑到既往发生了
那么多悲剧，法官还是应严格遵循公平原则，严肃
运用自由裁量权，让判决散发出充满现代意识的光
辉，给社会以正确引导。

打折的彩礼

⊙懂得

辟谣声明真的要被明星玩坏了。
当舆论刚传出一点李某峰涉嫌嫖娼的

消息后，他的工作室立刻发布严正声明：勿
传谣！

很快，他本人也在微博发布长文，中心
思想依然是：勿传谣！

然而，一个小时后，两个严正声明不翼
而飞。很快，警方的“情况通报”结结实实
给了他一耳光：北京警方在侦破一起违法
犯罪案件中，将演员李某某查获，该人对多
次嫖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前有吴某凡信誓旦旦“我自己进监
狱”，后有李某峰言之凿凿他的名字“三个
字是活在影视剧中的”。明星的“严正声
明”好像已经成了“狼来了”的另一个注
脚。

看来，明星在舆论场用法律武器维
权，有时是出于遮掩真实、蒙蔽真相的考
虑。明星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人设一旦

“塌方”，人生就会“断涯”。还记得曾经炙
手可热的吴某波和黄某波吗？他们断送
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有金光闪闪的演
艺生涯。

李某峰们玩的这套路，完全是“贼喊捉
贼”的把戏。很显然，“严正声明”在部分明
星这里并不是什么法律武器，而是色厉内
荏的缓冲枪。然而，“子弹再飞一会儿”后，
真相胜于任何公关和技巧。

这两天，一个王姓艺人的传闻也在网
络上飞。

9 月 13 日，该艺人所在的公司发布声
明：近日，部分主体针对我司旗下艺人作出
的“性工作者”“嫖娼”“被包养”等一系列不
实言论在各网络平台持续发酵，已严重损
害其声誉，并造成社会公众误解与质疑，影
响极其恶劣。针对此次恶意造谣事件，我
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亦将委托律师
向法院递交名誉维权（诽谤）案件的立案材
料。

每个人都有辟谣的权利，当然也有发
布声明的权利，但愿这个声明指称的“一系
列不实言论”，别又成实锤了。

明星别把“声明”玩坏了

“朋友圈晒头盔紧身运动服
骑行照片成时尚”“几十人组团轻
松骑百公里”……近来，多地出现
骑行热，凭借运动健身、时尚、科
技等新元素，“沉寂多年”的自行
车重回公众视野，引发新一轮消
费热潮。

多位专家指出，受疫情影响，
人们的远途出行减少，更多是在
市区及周边郊区开展户外活动，
自行车成了最好的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骑行还从健
身运动变成社交活动。专家称，
年轻人加入骑行所展现出的阳
光、时尚，也带来骑行运动属性的
悄然变化，部分年轻人骑行不仅
为了健身运动，更是社交“打卡”
塑造个人形象的心理需求。

新华社发

骑行热起来
不仅是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