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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玉

去年“3·15”期间，有媒体调
查了一些外卖平台加盟餐馆，发现
多家外卖平台上光鲜亮丽的加盟
店，实际上环境差到不堪入目，而
且很多都是无证经营。近日，记者
再次暗访广州网络外卖平台现状，
发现情况仍让人担忧。调查组记者
用公厕和停车场作为地址申请开
店，竟然都能通过网上审批流程。
（《新快报》）

如果说，之前外卖平台的重重
乱象，尚且可以归咎于“新生事物
不可避免的试错”，那么如今这一已
近成熟的行业依旧混乱如故，就不
得不发人深思了。特别是在 2016 年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施行之后，针对网络外卖，事实上
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立法规范。
在此背景下，各家外卖平台自身的
主观过失与管理不善，无疑应当承

担起更多责任。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

关法律规定，“只有取得许可证的实
体餐饮店才能在网上接受订餐”。然
而在现实中，记者亲自测试，随便
用公厕、停车场的地址申请开店，
居然也能通过审批、上线接单。这
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表明，纸面的

法条远未转化为行业的有效约束。
其实，非但是外卖订餐平台，

在各式各样的领域，我们都见识了
神通广大的“中介”“代办”。它们
的背后，无非是“内部人腐败”导
致的里应外合。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看似缜密的线上审核，会如此形
同虚设。

毋 庸 讳 言 ， 某 些 网 络 订 餐 平
台，至今仍不能对其内部庞杂而粗
糙的职能板块施加精细化的管理。
于是，我们看到所谓线上资质审核
人员故意放水，看到了所谓实地审
核业务员“收个红包”就睁只眼闭
只眼……凡此种种，其实都不是网
络订餐行业的独有现象。可是，随
着网络外卖越发嵌入现代社会，随
着这类企业慢慢壮大成熟，网络订
餐平台无疑有义务将重心从原先的
跑马圈地抢市场，更多转移到优化
内部管理架构、建构企业商业伦理
上来。也只有这样，其才能真正从
丑闻漩涡中抽身出来吧。

外卖平台审核 岂能形同虚设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我省已开
始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线上服务
能力认定的申请，开启了全省网约车合
法、规范经营时代的大门。

根据河南运政信息网向社会公布的
《关于河南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线
上服务能力认定工作流程的公告》，全省
的出租汽车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全面受理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的各项业务申请，
包括网约车经营者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和线
下服务能力许可、网约车车辆的许可、网
约车驾驶员的许可。

据省运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出租汽车必须持有从业资格证和道路运输
证才可上路运营。以后，不仅出租车要持
有“两证”，网约车也必须办理。

网约车办理流程：
第一步：受理。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

的，向企业注册地相应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提交线上服务能力材料。

第二步：初审。企业注册地相应出租
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网约车经营者申请
后，对线上服务能力认定材料进行初审，
初审合格后报省交通运输厅。

第三步：审核。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省
公安厅、省通信管理局、省国税局、省委
网信办、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对上报的
线上服务能力认定材料进行审核。

第四步：告知。审核完毕后，省交通
运输厅 18 日内出具认定结果或意见告知
书，并提供给受理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
门。 据新华社

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如何守护

对造谣公众号不能止于封禁

□杨玉华

坏苹果、劣质米、可疑油……近
日，合肥一幼教机构下属多家幼儿园
被曝幼儿食用“问题食品”，引发孩
子家长担忧。（新华社）

如今，在一些城镇，越来越多的
家长把孩子午餐甚至三餐托付给学校
和幼儿园。各地政府也在大力推进中
小学生午餐工程，解决家长后顾之
忧，这是政府和学校的积极之举，值
得点赞。

此类事件表明，供餐企业和校方
还存在一些监管漏洞。我国校园食品
安全规范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主
办谁负责”，也就是主要靠食药监部
门的监管和校方的“主体责任”。一
旦检查力度不够，监管出现漏洞，就

会发生问题食品事件。
事实上，合肥这家幼教集团旗下

一家幼儿园就曾被食药监部门检查出
问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措施，
以至于问题食品事件一再出现。

当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人们
生活节奏的加快，在校就餐学生出现

“低龄化”和“全覆盖”的趋势。中
小学生在校午餐人数不断增多，风险
也随之增加。

以合肥市为例，目前超过 30 万
中小学生在校午餐，到 2017 年底计
划城区中小学午餐服务率达80%、农
村中小学达60%以上。如果相应的监
管手段跟不上，很容易出现食品安全
事件。

当前加强校园食品安全迫切需要
适应新形势、研究新办法。比如食材
的源头控制和追溯，是否可以严格甄

选和招标采购；校园的主办责任与食
品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如何无缝对
接，防止各管一段出现盲点等。此
外，引入社会监督的力量，发挥家长
委员会等组织的监督作用也值得研
究。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食品安全
的理解不应仅停留在不出事上，对处
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少年儿童来说，吃
得健康和营养也是应有之义。学校和
食药监部门应该提高工作的标准和要
求，而不仅是底线守护。

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广泛关注，
必须高度重视。维护好少年儿童的

“舌尖安全”，也是政府部门迫切需要
应对的新课题。相关部门需要主动作
为，确保校园食品安全，让学生吃得
安心，让家长感到放心，让社会舒
心。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公布
《2017年河南省职称工作要点》，今年我省
将继续深化职称制度改革，进一步调整评
委会设置，加大放权力度，有序推动具备
条件的专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权限下
放。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先后在郑州大
学等15所高校和平高电气集团等4家大型
企业设立高评会，全省具有高级职称自主
评审权的单位达到 19 家，具有中级职称
自主评审权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达到
62 家。今年，我省将进一步调整评委会
设置，加大放权力度，有序推动具备条件
的专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权限下放。

目前，我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初
步理清了下一步职称改革的基本思路，9
月底之前将研究制定出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
应，评审内容更加系统、评审标准更加科
学、评审方法更为灵活的人才评价机制。

我省今年还将加强职称评审监督，打
造“阳光职称”，进一步完善职称评审工
作程序，从结构比例审核、申报材料审
查、面试、公示等环节到评委会组建，务
求做到程序规范、监督到位，让职称评审
全过程在阳光下运行。 据新华社

□吴双建

最近，一个名为“关注疫苗安
全”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呼吁
家长“为了孩子的健康，请远离疫
苗！”该公众号鼓吹疫苗有毒，包括

狂犬疫苗在内的所有疫苗都不能打.
目前，造谣的公众号已被微信永久
封禁。（《法制晚报》）

只要内容一涉及公众健康，就
容易引发关注，并给人们带来极大
的情绪波动。就在这个公众号的文
章下，就有家长留言“谁要敢让我
孩子打疫苗我会跟他拼命”。

疫苗安全问题，世界卫生组织
早有定论，他们称疫苗非常安全，
对疫苗的大多数反应，通常都是轻
微和暂时的，出现严重健康事件的
情况极为罕见，疫苗可预防的疾病
产生严重危害的几率要远大于疫苗
产生危害的几率。疫苗关乎公众生
命安全，该公众号造谣生事、制造
恐慌应付出代价。

当前，一些打着新医疗技术、

医疗创新的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地
在微信等平台肆意生长，一些文章
往往一惊一乍开头，用各种“阴谋
论”来吸引人们关注，再加上极有
煽动性的软文，故意误导忽悠公
众，这个现象已相当普遍。“关注疫
苗安全”公众号之所以站上风口浪
尖，是因为太过于极端和离谱，这
才吸引了媒体关注。还有多少与健
康相关的营销号，夸大虚构所谓保
健品能防病治病，靠卖产品活得滋
润且安然无恙。

对造谣公众号的处理，不能止
于封禁。处理相关公众号，平台有
责，如果没有严格管理，光靠封禁
的手段，只会按下葫芦浮起瓢。这
有赖平台进一步作为，与相关部门
合作，找出始作俑者，然后依法处
理，不给这类公众号生存空间。

想开网约车
现在可以申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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