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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食品安全“防火墙”
□王学明

12月25日，记者了解到，近日市
市场监管局就开展2020年元旦、春节
及“3·15”期间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工
作做出安排部署，要求全市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保障 2020 年元旦、春节和
“3·15”期间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确
保食品经营环节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详见本报昨日02版《行动起来
保障节日期间饮食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
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双节”临近，我市有关部
门针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监管
对象等，开展食品经营安全监督检查，
加强食品安全防范，及时消除风险隐
患，严厉打击食品经营安全违法行为，

不仅有利于倒逼食品生产企业、销售商
强化责任意识，规范食品生产销售行
为，而且也为广大市民营造了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

食品安全为大家，食品安全靠大
家，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要积极参与
到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当遇到食品安
全问题时，要保存好证据，积极向有关
部门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尤其是
农村食品消费市场，节日期间往往容易
成为假冒伪劣和过期食品销售的重灾
区，不少违法食品生产作坊位置隐蔽，
问题食品在小超市、地摊售卖，这也给
执法人员增加了难度，倘若消费者能够
及时向执法部门举报，就会大大提高执
法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让问题
食品无处遁形。

食品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泰山。
我们既要快乐过节，更要安全过节，任

何时候都不可麻痹大意，更不可“节日
紧、平时松”。希望通过市场监管局、
公安等部门和广大消费者共同努力，切
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广大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靓号转网不该有隐形门槛
□任然

近日，山西太原的杨先生在办理
“携号转网”服务时就被告知，自己的
手机号码存在有效期 20年的靓号协
议，要转出的话需要缴纳违约金1.8万
余元。对此，涉事运营商表示，“解约
的相关事项将严格按照与用户签订的协
议条款来执行，由于每个用户的使用情
况不一，解约的具体情况需携带入网时
的有效证件到营业厅现场咨询。”（据
《新京报》）

按照 《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
不管是不是靓号，携号转网都没有任何
隐形门槛，更无违约金之说。据此，用
户需缴纳违约金才能转网，明显与相关
规定互相抵牾。而要化解这个问题，首
先还是得重新审视“靓号”协议本身的
合理性。

工信部门多次重申，电信业务经营
者不得向用户收取选号费。《电信网码号
资源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电信业务经
营者取得码号使用权后，未经电信主管
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拍卖用户号码资源，
不得向用户收取选号费或占用费。

而运营商针对所谓“靓号”制定的

最低消费协议，实际就是变相收取“选
号费、占用费”。而如果以违约金的方
式来限制靓号转网，也未尝不是在坐实
收取“选号费、占用费”的实质。

不可否认，囿于现实的消费心理，
一些电话号码确实存在市场“溢价”的
情况。但在运营商并没有为靓号支付额
外成本的前提下，专门推出“靓号”套
餐，实际就是在利用这种消费心理为自
己增收，它反过来也继续强化了对消费
者的心理暗示，亦是为市场炒号行为推
波助澜。因此，一些号码被更多人看重
是事实，但运营商借机搞特殊协议、设
最低消费，也并不合理。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到底何谓“靓
号”，本就无固定标准。另外，“靓号”
消费协议本身也非常混乱。如 《合同
法》 规定，租赁协议的最长有效期为
20年，超过20年的部分无效。

就眼下看，相关部门不妨借携号转
网的机会，与各大运营商一道，对所谓
的靓号“潜规则”和一些协议遗留问
题，作出系统性的妥善处理，别让“靓
号”成为携号转网的死角。靓号虽然看
似只是少数人的选择，但这恰恰更考验
携号转网的改革诚意，影响人们对这项
改革的评价。

□西早

一些“老人鞋”商品频频出现在广
告中，以其“安全舒适”“适合老人”
的精准卖点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可是，
随之而来频频出现的质量问题和“断
线”的售后服务，给消费者带来不少麻
烦。（据新华网）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银发经济
正成为市场热点，这从“老人鞋”的热
销就可见一斑。电商平台上商家销售的

“老人鞋”动辄就能卖出几万双，而公
开数据显示，生产和销售老人鞋的企业
也从2014年的1700多家激增至2018年
的 3500 多家。一方面是市场的火爆，
但另一方面，却是质量的靠不住。近
日，有质监部门抽检的“老人鞋”近半
数不合格。在检验鞋类基本性能的通用
指标上，测试的“老人鞋”却屡屡触碰

标准红线：一些产品支撑性、减震性能
很差，老人穿上后不仅没有保健功能，
反而存在安全隐患。

为什么老人鞋会成了坑老鞋？最主
要的原因在于，从市场角度上看，无论
是产品生产、市场销售，还是消费者心
理等方面，都已经把老人鞋打上了“老
人标签”，就意味着“老人鞋”相比于
其他产品更能满足老人需求。

可是，在产品标准的制定和监管
上，却仍然滞后于市场，并没有专门针
对“老人产品”在监管上进行细分。这
也就导致了商家为了利润而不惜以次充
好，把其他不适合“老人”消费需求的
产品也打着“老人专用”的幌子来牟
利。因此，要让更多的老年产品不坑老
而是真正护老，监管必须强化，要走在
市场前面，才能防患于未然，保证老人
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让老人放心消
费。

别让老人鞋成坑老鞋

今后，对于政府提供的政务服
务满意不满意，群众有权给出“好
差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的《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
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
见》，2020年年底前，全面建成政
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体系，建成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好
差评”管理体系，各级政务服务机
构、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全部开展
“好差评”。（据《法制日报》）

政务服务是与人民群众和市场
主体打交道的服务，事关群众的切
身利益。近年来，通过“放管服”
改革，各级政务服务都在深化服务
理念、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
量。然而，在个别地方、个别部
门，“门难进、人难见、脸难看、
话难听、事难办”，让群众办事

“再多跑一次”，或“不跑政府部门
跑中介”，给政府形象和“放管
服”改革带来不良影响，必须坚决
杜绝。“政务服务千万条，群众满
意第一条”。政府部门做好服务是
本分，服务不好是失职，政务服务
到底做得好不好，直接接受过服务
的群众和企业有着切身体验，当然
最有发言权和评价权。政务服务

“好差评”制度，让百姓充分掌握
评判权，倒逼政府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使得群众办事加快从“能办”
向“办好”转变。

@新京报：#离婚冷静期# 12
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有委员建议应设立离婚冷静
期甄别机制，涉及重婚、家暴、遗
弃、恶习等情形，没有必要给予冷
静期。

点评：设置离婚冷静期是有必
要的，但不是所有离婚案件都需要
冷静期。如委员建议的家暴、遗弃
等情形，弱势一方恨不得分分钟就
办好离婚手续，还需要什么冷静
期？因此，冷静期的设置需要充分
征求夫妻双方意见，任何一方都应
该有否决权。

@人民日报：#打不通的客服
电话# 随着智能技术的应用，越
来越多的实体或平台将客服电话

“智能化”。可有的智能客服不智
能——“机器人”程序化地说出几
个选项，给出标准化回答，偏偏没
有自己想要的答案；转人工服务，
总是遇到无尽的等待，电话根本打
不通……这种现象很让消费者头
疼。

点评：用智能客服代替人工客
服，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服务效率，
另一方面是商家为了节约成本。但
事实上，以现在的科技水平，智能
客服并没有那么“智能”，远远满
足不了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服
务需求。商家还需回归“以人为
本”的宗旨理念，不宜过度依赖和
使用智能客服。

@中新网：#十大语文差错#
12月 25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
布了 2019 年度“十大语文差错”。
其中包括明星微博中的知识差错，
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成孔子
的话；足协致歉声明中误用成语，
用“差强人意”表示“让人不满
意”。

点评：明星和足协犯的这些错
误，在日常生活中也普遍存在，总
结梳理这些错误，无疑有助于正本
清源，提高公民的语文素养。而公
众人物和社会机构、职能部门，本
身就自带流量，发言时更要仔细谨
慎，被人笑话还是小事，教坏大家
就不好了。

把所有的不快给昨天，把所有
的希望给明天。生活中有坎坷，有
风雨，有失落，有悲伤，凡事多往
好处想。做一个乐观豁达、开朗的
人，再多的失败，再多的不幸，总
会有好消息传来。

——至理名言
水再浑浊，只要长久沉淀，依

然会分外澄澈。人再愚钝，只要足
够努力，一样能改写命运。不要愤
懑起点太低，那只是我们站立的原
点。人生是一场漫长的竞赛，有些
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后。

——经典语录
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无论你

是否准备好了，下一刻都是一个崭
新的开始。

——生活感悟
人生有许多的如果，却只有一

个结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
不再完美。忘记，写起来那么容
易，做起来却又是那么的难。曾经
以为，拥有是不容易的，后来才知
道，舍弃更难。真正的爱情是等
待，谁都可以说爱你，但不是人人
都可以等你。爱和爱过，只多了一
个字，却隔了一个曾经。

——人生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