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文预报显示，木星合月、月合昴星团、金星
伴月、海王星冲日、金星最亮、月掩心宿二、水星西
大距、中秋满月等天象将在9月天宇“扎堆”亮相。

9月5日，木星合月率先登场。“我国各地公众可
在9月4日晚至5日凌晨进行观赏，届时这两个明亮
天体将在夜空近距离展开一场有趣的‘星月对话’。”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赖迪辉说。

9月 6日凌晨 4时左右，一轮亏凸月将与著名
的疏散星团——昴星团（也称“七姐妹星团”）相
合，我国公众有望一睹“月姑娘”与“七姐妹”共舞
苍穹的美丽一幕。

9月 11日，金星伴月将亮相黎明前的东方低

空，肉眼清晰可见。“这是金星以启明星姿态现身
后，首次在天空与月亮近距离接触。”赖迪辉说。

9月19日，海王星迎来冲日。在此前后10多天
中，有兴趣的天文爱好者借助天文望远镜，有望目睹
到这颗距离地球约30亿公里的淡蓝色星球的风采。

同日，金星将迎来今年内第二次亮度极大的
“高光时刻”，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熠熠生辉。

“金星与地球的会合周期是584天左右，在这
期间金星会迎来两次最亮，一次是以长庚星姿态
出现，一次是以启明星姿态出现，且两次最亮间隔
很短。”赖迪辉说。

9月21日，月掩恒星心宿二。“如果天气晴好，

当日傍晚，在西南方低空，可以看到月亮旁边有一
颗红色的星星，它就是天蝎座的心宿二。由于此
次遮掩的过程天还没有黑，在我国看不到，故我们
只能看到遮掩结束的现场。”赖迪辉说。

9月22日，今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又
是今年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水星西大距将上演，届
时水星的亮度为-0.4等，比一等星还要明亮。如果天
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日出前的东方低空
寻觅到水星的身影。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将至。“今年
的中秋月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最圆时刻出现在9
月29日17时57分。傍晚时分，一轮圆月升起，正是

‘天涯共此时’。”赖迪辉说。（据新华社 周润健）

金秋9月天宇精彩纷呈：

观金星最亮赏中秋满月

小赵平时爱吃零食，希望尝遍各地的美食。
今年 7月，看到互换“特产盲盒”的活动在社交平
台流行，她也在短视频平台发帖征集互换特产的
对象。她告诉记者，她大学在山东上，今年刚毕业
回了新疆老家，由于对南方的特产比较喜欢，就挑
了福建、云南、重庆三地的网友互换特产。“目前福
建的特产已经收到了，我平时喜欢吃甜食，收到的
是我喜欢的类型，符合期待。”

小赵表示，在互换“特产盲盒”时，她
一般会跟对方约定互换特产的价值，比
如 200到 300元，但对于聊得来的网友，
彼此都比较信任，就不会特别约定价值，
而是按彼此的心意给对方准备。

小赵说，她给对方准备特产花了两
天多的时间，特产都是在当地超市买的，
给每人准备了约七八公斤的特产。“新疆
干果比较多，本地买也比较便宜，在给他
们准备特产的时候，我自己也发现了一
些以前没注意到的新疆特产。”

小赵坦言，在交换前她也担心被骗，
“毕竟跟陌生网友之间不太了解，不确定
自己寄出后对方会不会寄，但我遇到的
人都比较真诚，会主动分享快递物流进
度。建议大家挑选互换对象时要擦亮
眼，比如我不会选社交账号和朋友圈毫
无个人生活内容的网友。”小赵说，后续如果遇到
合眼缘的网友还会继续交换。

“90后”网友小顾在互换“特产盲盒”中交到了
新朋友。她在去年的一次特产互换活动中，认识
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小姐妹。两人不仅成了朋
友，还在上个月相约一起爬泰山。

小顾告诉记者，去年8月，她在短视频平台刷
到互换特产的活动，询问了评论区的一名网友，感
觉不错就加了微信。“没几天她就把东西寄给我
了，我也买了我们山东的特产给她寄过去。后来
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上个月，我喊她来山东玩，她
就来了，我们一起吃了淄博烧烤，在济南游了大明
湖，还去爬了泰山。”

“95后小张来自天津，目前在天津读研。她看

到自己喜欢的美食博主发视频称要互换特产，就
私信了对方，“位于福建的对方已经准备好特产，
又是我关注很久的网红博主，比较可信”。惊喜的
是，对方选中了她，她如愿换回了一份福建特产，
还包括对方自制的海鲜干货。

小张表示，通过此次交换，她对天津特产更了
解了，随后还有想买天津特产的网友咨询她，她也
在网上分享了买天津特产的攻略。

并非所有的“特产盲盒”交换都能秉承“真诚”
“公平”的原则，被坑、被骗的人也不在少数。

河南“95后”网友晓晨（化名）就感觉自己被坑
了，她给江西的一名网友发出价值两百多元的特
产，但对方给她发来的却是价值不对等的一堆咸
菜、几包辣条和一包旧衣服。“我们俩是同一天收

到包裹的。收到快递后我就联系她，要求她拒收
我的包裹，把东西退回来。但她不让快递员拦截
包裹，立马让家人把包裹取走了，之后还把我手机
号拉黑了，短视频账号也设置了隐私无法取得联
系。我联系快递员，要求把她的旧衣服退回去，快
递费她到付，她也不同意。”

这是晓晨第 4次跟陌生网友互换特产，但却
是第一次觉得被坑了。晓晨觉得，本来互换特产
就是冲着交朋友来的，其他互换的网友她都加了
微信，只有这个人没加，没想到就被坑了。“我觉得
网上还是好人多，像她这样的是少数，怪我自己没
想那么多，希望爱占便宜的网友不要欺骗别人。”

记者注意到，像晓晨这样收到价值不对等特
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人寄出 380元的潮汕牛肉
丸换回两包纸巾，有人寄出 5斤腊肠却收到两包
榨菜；寄出特产后对方不发货，甚至在对方收到货
后被拉黑的也不在少数。

针对“互换特产”背后潜藏的风险，记者咨询
了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常莎律师。她表示，互
换“特产盲盒”本意是双方交换价值相近的特色产
品，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财产安全风险，具体
可以分三种情况。第一，互换特产双方没有任何
关于价值的约定，也没有交易习惯来约束，双方互
换特产的行为可能构成单纯的互易合同。对方不
需要对价值不对等进行赔偿。第二，如果双方在
互换特产前对特产的价值进行了约定，那么对方
寄出特产的价值严重低于约定价值的行为可能构
成违约，一方有权请求对方采取补救措施（如补差
价、补寄特产等）。如果对方拒绝，则一方可以请
求其赔偿损失。第三，如果行为人在互换特产过
程中存在主观恶意，以不法占有特产为目的，收到
快递后立即“拉黑”“跑路”，此时行为人的行为在
民事上可能构成欺诈，需要承担退还特产或者赔
偿的法律后果。如果涉及的财产达到了“金额较
大”的程度，行为人可能涉嫌诈骗罪。受害者可以
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常莎建议网友在进行特产交换时，应当选择
信誉较好、得到过特产互换好评的网友，尽量在寄
出特产前，对互易物的价值、品种、寄出互易物的
时间等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约定。

综合《武汉晚报》《北京青年报》《扬子晚报》
《齐鲁晚报》报道

网上兴起异地交换“特产盲盒”
陌生人社交新模式 有人欢喜也有人忧

比起在旅游途中才能品

尝当地美食，或者在网上搜索

购买外地特产好物，这届年轻

人开始沉迷于开“特产盲

盒”——最近，各大社交平台上

流行起一股“互换特产”的风

潮，就是陌生网友口头约定，互

寄家乡特产。互换一般都是本

着平等交换的原则，一些交换

双方都会提前商量好总价，然

后按照这个价格采购。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寻

找“特产搭子”成为热门话题。

遇到真诚
吃到最具当地特色的特产

交到朋友
互换特产还一起旅游

感觉被坑
收到价值不对等特产

律师提醒
双方可作出明确约定

网友换来的香肠、茶
具等“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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