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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童

有没有想过，你点的外卖并不是现炒
现卖，而是用一个真空菜肴包加热而成
的？近日，记者走访了成都在美团、饿了
么等平台上销量靠前的几个外卖门店，发
现大量网红外卖店用的都是菜肴包：有的
全部使用，有的则搭配着使用。（详见本报
今日14版）

闻此，很多点餐者有种被骗的感觉。
一直以来，在很多订餐者的预想中，总以
为所点外卖都是现炒现卖。而事实却又
一次教育了消费者，买的没有卖的精——
有些店家非但已在大量使用菜肴包，加热

一下就给你送来，而且为了“照顾”食客们
的心理感受，干脆还以“国家并未强制要
求告知”，刻意隐瞒了这些内情。

也许在商家看来，菜肴包加快了外卖
制作过程，且符合“食以安为先”的要求，
但人们依然要问：倘若去餐馆点了份牛肉
面，结果端上的是碗刚泡好的“康师傅”，
这合适吗？

“菜肴包当外卖”是否允许？来自食
药监局的说法是，只要菜肴包取得有效食
品生产许可证，可以添加到米饭等外卖食
品中。但诚如不少得知内情的消费者所
言，哪怕自己能够理解这样的商业行为，
却真的不想吃这样的东西了。这就说明，
在局部地区和一定范围，就算“菜肴包当

外卖”俨然成了“行业惯例”，从让消费者
吃得明白的角度，至少也应给出明确提
示。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外卖该不该明示
是现炒还是预制加热，目前的法律依据貌
似模棱两可。有律师称，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知情权包括生产地、日
期、质量、规格等，并不包括食物的加工工
序；也有律师认为，经营者使用复热包的
行为，超出了一般大众的消费认知，其没
有对经营商品进行完整、准确告知，涉嫌
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可以通过投诉或
起诉来依法维权。可见，相关法律法规需
进一步做出明确要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
对某些外卖的期望落差。

□高亚洲

在湖南，考驾照的费用一般在三四
千元左右，即使报VIP 也不超过一万
元。但常德女子小芳，考了个“驾照”却
前前后后花了60多万元，而且到手的还
是一本假驾照。（详见本报昨日14版）

说实话，骗子的套路并不多么高
深，但凡稍有思考，不说完全不会上
当，至少不会越陷越深。这年头，随着
各种考证的规范，对于这种动不动就夸
下包拿证的海口，本就应该有所谨慎。
骗子之所以能连连得逞，正是吃准了小
芳对拿钱办事的深信不疑，以及胆小怕
事的特点。

说回走捷径这点事。基于节约时间
和精力的考虑，我们向来对走捷径情有
独钟，只要能达到目标，如果真能走上
捷径也是不错的。但是，也不是什么
事，都能去钻营走捷径的空子，尤其是
这种学技术的事。

考驾照就是一个学技术的过程，它
需要学车者按部就班，学好每一个步
骤，在逐渐的积累中才能真正学到本
领。换句话说，拿一本驾照，本身不是
目标，真正的目标，是能够学会开车。
如果把拿驾照当做目标，那就是本末倒
置了，毕竟，拿到驾照这并不意味着你
就有了上路的本领。要是花钱走捷径买
了个驾照，就大胆地开车上路，那只怕
会惹出更大的麻烦。这些年因为无证驾

驶，或者买个驾照就上路而造成车祸，
实在是不少见。

我们无从知道这个小芳为何执迷于
花钱去买驾照的事，到底是对自己考驾
照没信心，还是想图快？当然，无论是
什么样的原因，从事后的结果来看，花
了钱，最终不但捷径没走成，还被骗了
这么多钱，劳心伤神不说，如今这些钱
都被拿去赌博了，再去收回估计也麻烦。

需要提醒的是，不仅仅是这种学技
术的事，不能想着走捷径，在生活中，
很多事情，都不能想着走捷径。尤其是
那种急功近利驱动下的走捷径，往往会
走不成捷径还摔了跟头。其实，任何事
情，坚持脚踏实地去做，就是最大的捷
径。

“慢就业”
不能无期限

□屈 旌

日前，有网友爆料，在贵州毕节市
纳雍县人民医院附近一卫生室的玻璃门
上，贴有“打针输液请进，60元起”字
样的提醒。当地有关部门回应称，情况
属实，将调查处理。（新华网）

所谓最低消费，侵犯了消费者自主
选择和公平交易的权利，早已是法律认
定的霸王条款。这种违规做法一般在餐
饮行业较为常见，如今出现在非营利性
的卫生所，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其实，新《消法》施行以来，消费

者维权意识加强，餐饮行业的最低消费
比以前少了很多。这家卫生所大张旗鼓
地贴出来，对患者进行区别化对待，显
然欠考虑，忽视了患者的感受，损坏了
医疗机构的形象。

小小一张纸条，寥寥数字，为何如
此刺眼刺心？因为在公众的心目中，医
疗行业天然是有光环的。欲济世而习医
者是，欲谋利而习医者非。正是“但愿
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的医者
仁心，让医疗区别于一般的生意，成为
伟大的事业。也正是“所言皆药石，立
意尽慈悲”的奉献精神，才让为病痛所
苦的人们敢于托付。

在关乎生命健康的问题上，没有人
愿意被区别对待，大家都希望医护人员
能成为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切实做到
合理医疗。贴在门上的最低消费，很容
易查，也一定会有个结果，但患者最担
心的，恐怕还是藏在心里的最低消费。

长期来看，要驱散医疗事业笼罩的
功利化的阴影，促进其回归公益属性，
需要通过健全医风监管机制，促进整个
医疗行业强化医德自律意识，将写在规
章上的医德规范，内化成每个从业人员
的自觉行动，用真心赢得患者的信任，
以行动维护“健康卫士”“白衣天使”的
美名。

莫让最低消费损害医患信任

考驾照没有捷径可走

□余明辉

近些年，一些大学生毕业后不
急着找工作，成为“慢就业”一
族。媒体调查显示，72.9%的受访者
周围有“慢就业”的大学生。为什
么大学生会选择“慢就业”?62.4%
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选择“慢就
业”是因为对未来还没规划好。
（《中国青年报》）

“慢就业”是这几年的走红词。
所谓“慢就业”，是指一些大学生毕
业后既不打算马上就业也不打算继
续深造，而是暂时选择游学、支
教、在家陪父母或者创业考察，慢
慢考虑人生道路的现象。由此可
见，真正意义上的“慢就业”不等
于不就业，而是给人生一个暂时休
憩、缓冲的机会，以便充电、理顺
人生方向等。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
境中，“慢就业”是个人对未来的一
种适应和调节，是大学生就业观念
转变的一种体现，对个人而言未尝
不可。

但正所谓过犹不及，“慢就业”
不是无期限的拖延，更不能借此逃
避就业，逃避家庭、社会责任。众
所周知，对亟须充电、进行职业规
划、人生航向认定与调整的大学生
而言，“慢就业”当然是一种人生短
暂休憩、积蓄力量的内在要求。但
国家、家庭对一个大学生的培养，
付出巨大的成本。如果让“慢就
业”无限期“慢”下去，对国家、
家庭都是巨大的损失。大学生从为
国家、社会、家庭等负责的角度，
必须有合理的规划，不能在“慢就
业”过程中失去目标和方向。

此外，也要提防和避免以“慢
就业”为理由的啃老现象。那些全
靠父母供养，自己一无所长又无劳
动意愿的大学生，终将变得越来越
颓废、懒惰，变成国家和家庭的负
担。这样的大学生亟须心理与行为
矫正，否则“慢就业”终将成为一
个被利用或遮羞的荒唐借口。

选择“慢就业”，犹如在长跑过
程中进行短暂补水或节奏调整，是
为了接下来跑得更快，不是长期休
憩或就此停止，否则就失去其初衷
和意义。大学毕业生“慢就业”必
须拒绝啃老、拒绝被动，主动充电
并付诸行动。慢就业的最后，是尽
快回归正常工作生活节奏。

免费旅游免费旅游

日前，《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经四
川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
通过，将于2018年 10月 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规定，
“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旅游景区，对年满六十五
周岁老年人免收门票；对不满六十五周岁老年人，在非
国家法定节假日免收门票，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实行门票
半价优惠或者免收门票。”（新华网）

近年来，不少地方已纷纷在政府定价或实行政府指
导价的景区对65周岁以上老人免票。越来越多的地方景
区向老年人敞开免票的大门，不仅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生
活，增加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对繁荣旅游市
场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