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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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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丹

从7月25日至8月30日，市市场
监管局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提升行
动。他们组成3个食品安全暗访组，对
全市70余家校园超市及周边542家食
品销售主体进行全面摸底排查，责令
停止销售高油、高盐、高糖等影响学
生健康的食品。据了解，行动中共关
停28家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校园
超市，取缔12家无证销售食品经营主
体。（详见本报今日02版《关停28家
校园超市 保障学生食品安全》）

又到开学季，校园超市以及周边
的小卖部又开始“火爆”起来，除了
售卖各色文具、玩具，各种“五毛零
食”也在畅销商品之列。而这些食品
安全不能让人放心，一些“五毛零
食”多为小作坊生产的山寨货，属于

“三无”产品，其质量和安全都很难得
到保障。现实生活中，由于中小学生
食品安全意识不强，很容易被这些

“五毛零食”所吸引，毕竟购买它们花
费也不高，而且口感还不错，可长时
间食用却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有的
甚至会危及生命安全。因此，加强校
园超市及周边小卖部整治刻不容缓。

透过新闻报道我们看到，为了筑
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从7月25日至8
月 30 日，我市有关部门开展校园周边
食品安全提升行动，关停 28 家存在食
品安全风险隐患的校园超市，取缔 12
家无证销售食品经营主体，为学生营
造了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笔者认为
此举值得点赞。当然，有关部门除了
依法严厉打击校园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行为之外，也要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
者和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引导他们
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做到依

法生产、诚信经营。同时，还要加强
食品生产监管，督促食品生产企业规
范生产流程，严格把控食品在生产、
加工、销售等环节中的质量安全，从
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当然，执法部门加强校园食品安全
监管只是一个方面，学校和家庭对孩子
开展好食品安全教育也很重要。对于
学校来说，要通过主题班会、播放食品
安全教育片等形式，让学生意识到“三
无”产品、山寨食品的危害，引导学生提
升食品安全防护意识，从自身做起抵制
诱惑。同时，要传授学生辨别食品优劣
的方法，比如购买食品时要检查一下食
品包装标识是否齐全、食品是否超过保
质期等。对于家长来说，要注重培养孩
子的良好生活习惯，让孩子意识到不合
理的吃零食习惯会危害身体健康，要控
制孩子的日常开支，引导孩子不乱花钱
购买零食。

在面馆吃牛肉面吃出一根长头
发，你会怎么做？特别当你跟店家理
论，店家不予理会还叫你去告他时，
你是会忍气吞声还是真的去起诉了？
相信不少人怕麻烦就这么算了……宁
波有个小伙子较真了，他真去了法
院，最终，他拿到了 1016 元赔偿
款！（据澎湃新闻）

出去吃东西，吃出根头发，是寻
常不过之事，别说头发，就算饭菜里
吃出个钉子、小虫、苍蝇、蟑螂什么
的，也并不罕见。吃到头发，估计
99.9%的人都会先跟老板说一声，能
换一碗最好，如果没有反应，也只好
自认倒霉。因此，以上这则新闻之所
以能成为新闻，并不在于吃出头发，
而在于吃出头发还真告上法院，而且
还真获赔偿了！其实，商家并不是不
怕闹上法院，只是不相信有这么较真
的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诚如
此也!

□陈文杰

近日，山东枣庄两女孩在短视频
平台上看到“易拉罐自制爆米花”的
视频，便在家中模仿，结果因错用高
浓度酒精，不幸发生爆炸，两人均被
烧伤，其中一位女孩非常严重，目前
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期。（据新华网）

虽然这场悲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
成的，但最初误导女孩走上“歧路”
的，无疑是那一个“自制爆米花”的
短视频。这类“生活小窍门”的短视
频，通过另辟蹊径的手法，对一些生
活中常见的物品改造加工，从而来实
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功能，如
网络流传的饮水机煮火锅、卷发棒做
蛋卷、熨斗烤肉等。这些“打破常
规”看似黑科技，其实大部分都是强
行“功能相通”罢了——把原本用于
加热的饮水机煮火锅，熨衣服的电熨
斗煎肉，这些行为违反设计初衷不
说，还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一旦
操作有误，后果难以预料。但是，目
前不少短视频并没有在视频中给出风

险提示，而且有的视频为了更吸引眼
球，大多还配有“轻松”“×分钟搞
定”等标题，加上简短的视频时长，
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就是这么简
单”的错觉。

事实上，这些短视频大部分都是
精心加工而成，拍摄背后所需耗费的
准备远远超出普通观众的想象。从前
期拍摄到后期剪辑，每一步都有详细
的步骤，然而，不少博主为了营造传
播效果，往往简化过程，着重表现效
果。比如自制爆米花的视频，其中不
少都没有关于酒精度数、安全用火等
特别提醒，这也是造成悲剧的因素之
一。

其实，因模仿网络视频导致受伤
的事件早已不是个例。尽管平台也有
出台相关的风险提醒机制，但从目前
来说还做得不够，在内容审核与管理
上仍有考虑不够周全的地方，这就需
要平台方持续加大审核力度，特别是
针对模仿类视频，不妨多留个心眼，
不能只看到流量，而忽略风险提醒。
适时给“模仿热”降降温，促使其回
归理性，平台才能走向健康化规范化。

近年来，考研的人在不断增多。其
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延缓就业而
考研，这种行为被称为“逃避式考研”。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问卷网，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关
于考研的调查，71.4%的受访者承认自
己决定考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逃避”倾
向。不过，仅三成受访者认为“逃避式考
研”能达到逃避的目的。65.9%受访者
坦言自己考研是为了提升学历更好地找
工作。（据《中国青年报》）

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研究生毕
业后终将走向社会，走向职场，走向未
知。如果只是将读研视作避风港，一味
追求安逸与舒适，没有在暴风雨中练就
一双硬翅膀，又如何在外面的世界遨游
腾飞？人生道路千条，考研不是唯一，
别让它成为你的舒适区，更别让它定义
你的人生。

——颜云霞
其实，暂缓就业的现象并非今年才

出现，最近几年，每年都会掀起一波热
议，从慢就业到考研，无论是游历各
地，还是深造留学，都是个体的选择。
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为了更好地调整身
心，更好地步入社会。慢就业并非一些
人理解的不就业，考研也并非逃避。简
单粗暴地贴上标签，更容易造成不必要
的争论和伤害。

——魏晓敏
社会各界对“逃避式考研”不必太

过焦虑，这是时代变化、社会经济发展
造成的结果，我们要宽容以待，尊重个
体的自由选择。未来社会高质量发展，
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考研热实际上
也在为未来储备人才。真正需要做的
事，就是提高本科、研究生的教育质
量，严格毕业门槛，让大学生的学历货
真价实，以满足未来社会所需。

——江德斌

@新华网：#朋克养生# 一边用最
贵的面膜和眼霜，一边熬最长的夜；
一边吃火锅，喝雪碧、可乐等碳酸饮
料，一边饮王老吉败火……有媒体调
查发现，越来越多的“90后”倾向这
种自相矛盾的朋克养生方式。

点评：上述朋克养生方式，跟吃
货嘴上说的“先吃饱了再减肥”有天
壤之别，简直是在拿身体健康开玩
笑。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朋克养生族，等你们把身体熬坏了再
来补救，到时就去吃“后悔药”吧。

@广州日报：#犬吠扰民赔五千#
佛山的张博因长期受小区一犬只吠叫
影响休息,出现失眠、脱发等症状。在
协商无果后,他将狗主李暖告上法庭,近
日获赔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点评：“犬吠扰民”案件以往多靠
民间私下协商解决，导致此类乱象常
常按下葫芦浮起瓢，治理效果不尽如
人意。上述“犬吠扰民判赔5000元”，
无疑是从司法层面为民众向养犬乱象
说“不”，值得肯定。

@新快报：#充电桩安全隐患# 最
近，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公
布的充电桩产品风险监测结果显示，
70%的样品存在安全隐患，产品质量安
全风险等级为“严重风险”，可导致消
费者死亡、身体残疾等严重后果。

点评：充电桩作为新能源汽车动
力源，其质量直接影响公众的出行体
验与安全。相关部门需从产品质量、
后期维护和监管等方面对症下药，尽
快弥补相关漏洞，别让充电桩变成

“夺命桩”。

@北京晚报：#老人大量服用保健
品后死亡# 保健品销售人员郭某让身
患多种疾病的王阿姨在一天内服用
3000 毫升保健品，在连续大量服用三
天后，王阿姨因冠心病、急性心肌梗
死死亡。记者近日获悉，北京市丰台
法院一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郭
某有期徒刑2年。

点评：这起案件无论对老人及其
家属，还是保健品推销员，都具有警
示作用。老人不能迷信保健品，家属
应及时劝阻，而保健品推销员也不能
钻到钱眼里，否则“坑老”的同时也
可能坑到自己。

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
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
安；懂你的人，最温暖。

——人生感悟
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

过去，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
要过下去。

——生活感悟
人生丰富，是由于感动；乐于

求知，是因为好奇。当有一天，我
们不再感动、不再好奇、不再惊
喜，只怕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至理名言

议论纷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