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闪回”
难解催婚困境

■世象漫说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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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汪昌莲 ： 眼看春节又快到
了， 一些还没结婚的单身男女，
也开始犯愁： 回家过节， 又得被
父母和亲戚们频频催婚了， 春节
俨然成了 “春劫”。 为了逃避家
人催婚， 有人网上发帖寻伴， 打
算春节外出旅行。 甚至还有人买
好了机票， 准备春节一到， 就远
走高飞。 子女春节 “闪回”， 难
解催婚困境。 换言之， “逢节被
催婚” 现象， 不仅是单身男女的
尴尬， 需要全社会采取积极措施
去应对。 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势在必行

■每日观点

周歌： 据上海市自行车行业
协会预测， 今年上半年上海共享
单车可达到50万辆。然而，不断上
涨的数字给城市管理带来挑战：
大量涌入的共享单车让非机动车
停车位捉襟见肘。在“单车数量飙
升”的同时，一些城市的相关配套
服务工作却做得远远不够。 有的
机动车道建的越来越宽，可是，供
自行车通行的道路却相对拥堵。
因此， 希望各地政府能够不断优
化完善相关的配套服务。

“跑腿经济”
最近，在一些高校校园内，出现了一批“跑男跑女”

群体，他们不是运动高手，却是跑腿达人。代取快递、代
拿外卖、代买东西……“跑男跑女”们用自己的跑腿服
务换取一定报酬，在校园内酝酿出“跑腿经济”。 （１月７
日新华网） □朱慧卿

智能手机在出厂时预装未成
年人上网保护软件， 可能将成为
法律法规的明文要求。 记者从国
务院法制办获悉， 国家网信办起
草的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送审稿）》， 禁止未成年人在每
日0到8点打网游。 （1月8日 《法
制日报》）

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6月，
中国网民总数已达7.10亿， 19岁
以下网民占全体网民的23%， 其
中年龄低于10岁的网民超过2059
万。 与2015年底的数据相比， 10
岁以下儿童群体占比有所增长，
互联网在低年龄段继续渗透。

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上网，无

疑让家长，尤其是家有“网瘾”孩
子的家长们欣慰。近年来，家长们
要求对造成“网瘾”的“网游”给予
有效管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由
于青少年好奇心和吸收力强，鉴
别力和承受力弱， 而网络游戏又
独具参与性、宣泄性和隐秘性，因
此，网络游戏不仅极易成瘾，而且
一旦成瘾，就难以摆脱。网络游戏
的成瘾性， 让无数青少年玩物丧
志，甚至走火入魔。 家有一个“网
瘾”孩子，几乎就可以毁了一个家
庭的正常生活，而随着“网瘾”的
日趋蔓延， 已发展成为严重的社
会问题。

与此同时， 网络游戏也让网

络开发商和零售商赢得巨大经济
效益 。 然而 ， 正如以挽救无数
“网瘾” 孩子而闻名于社会的华
中师大客聘教授陶宏开所说， 游
戏推广商的利益是建立在毁灭了
无数家庭的幸福之上， 是建立在
无数父母心痛的眼泪上 ， 以及无
数孩子的辍学之路上。 因此， 他
提醒推广游戏的负责人， 拿出爱心
和金钱为下一代考虑。 当然， 受利
益驱使， 网络开发商和零售商不可
能在这种提醒面前良心发现 ， 实
际上， 网游行业目前正处于近乎
翻番的超常发展之中， 因此， 立
法规范网游开发商和零售商行
为， 已是势在必行。 □钱夙伟

共享单车多了
配套服务要跟上

□史洪举

整顿外卖黑店应运用互联网思维
在人们对互联网的高度依

赖下， “互联网+订餐” 无疑
为很多人带来了用餐便利。 动
动手指， 足不出户就能订到可
口的饭菜， 而经营者则可借助
订餐平台增加知名度。 但这一
切均应以商家遵纪守法， 合规
经营， 不做黑心餐为前提， 否
则， 本来互利的就会变异为互
害， 并通过互联网放大黑心餐
饮商家危害性。

记者1月7日从北京市食药监
局获悉，自2016年12月至今，在网
络订餐专项治理行动中， 目前北
京市共取缔线下百度、美团、饿了
么等三大订餐平台无证餐饮店铺

225家。 北京市食药监局表示，有
关信息将在北京市食药监局官网
“监管信息”栏目中集中公布。 消
费者和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登陆
官方网站对三大平台下线225家
无证餐饮店铺落实情况进行监
督，如有问题可及时拨打12331热
线电话进行举报。 （1月8日《新京报》）

在人们对互联网的高度依赖
下，“互联网+订餐” 无疑为很多
人带来了用餐便利。动动手指，足
不出户就能订到可口的饭菜，而
经营者则可借助订餐平台增加知
名度，扩大销量，增加收入。 但这
一切均应以商家遵纪守法， 合规
经营，不做黑心餐为前提，否则，
本来互利的就会变异为互害，并
通过互联网放大黑心餐饮商家危
害性。 由此，取缔违规商家后，还

应运用互联网思维提高监管能
力，避免落伍于时代，难以有效监
管网络订餐领域。

应该明确， 网络订餐平台对
餐饮商家具有监管义务，按照《食
品安全法》，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应
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
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
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审查其
许可证。 发现经营者违法的，应及时
制止并立即报告监管部门，存在严
重违法行为的， 应立即停止提供
网络交易服务。实践中，订餐平台
不仅应审核商家真实身份， 更应
审查其是否取得资质， 是否拥有
合格的生产经营场所。只有这样，
才能防止黑心作坊上线经营。

但现实中， 一些网络订餐平
台不仅未尽到审核义务， 反而默

认无证商家入驻经营， 甚至诱导
商家虚构地址。 这种放任乃至怂
恿行为， 无疑让黑心餐饮商家借
助互联网祸害更多不特定群体的
用餐安全。此类乱象的存在，既有
外部监管乏力的因素， 更有内部
监管缺乏动力的因素。

如果不改变监管模式， 即便
取缔了无证线下商家， 也会陷入
割韭菜困境。 一是其他无证商家
会冒出来， 二是甚至被取缔者换
个马甲继续经营。譬如，传统监管
多是到实体监督进行监管查看，
消费者在店铺用餐时也可体验用
餐环境，发现违规可及时举报。而
“互联网+”背景下 ，专做外卖的
商家只需接网络订单即可。 这样
的话，即便其将操作间设在污水横
流，苍蝇横飞的场所，只要网络上宣

传的图片高大上，消费者也会信以
为真，根本觉察不到违规行为。甚
至监管部门也不知道其藏身何
处，监管起来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现有经济水平和科技手段
而言 ，完全应该借势 “互联网+”
思维，创新监管模式，对线下实体
商家有效监管。 一是应要求网络
订餐平台借助收款的银行卡、身
份证、 手机号码等详细审查商家
的实名信息。 二是网络订餐平台
应与监管部门信息共享， 当商家
提供上传证照后， 平台就能从共
享数据库中查验该证照的真实
性，相反，一旦上线了无证商家，
监管部门也可及时发现并取缔。
三是可在后厨及大厅安装监控，
实时向平台传送数据， 减少违规
操作现象。

春运将近，近日，北京站铁路
警方在广场上展示近期查获的管
制刀具、手铐等危险物品。铁警介
绍，2016年北京站查获危险品约
17.6万件， 其中包括26件子弹类
物品，8609件管制刀具等。 （1月8
日《北京晨报》）

去年一年， 仅北京站就查获
危险品17.6万件，细算下来，平均
每天就查获482件，这个数字的确
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常识告诉我
们， 铁路部门在乘客上车前对易
燃、易爆、危险品进行安全检查是
十分必要的， 不仅仅是为了铁路
行车安全， 更是为了广大乘客的
安全，为了社会公众的安全。假如

铁路部门把关不严， 一旦有危险
品混入列车， 在高速行驶的列车
上发生危险， 所造成的后果不堪
设想。

《刑法》、《铁路运输安全保护
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
法规早就有关于乘客在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时禁止携带违禁品的严
格规定， 火车站进站口也都有明
显提示语， 为什么还有许多乘客
因为携带违禁品而被查处？ 一是
法律意识不强。 觉得我又不是携
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不会发生
什么危险的。二是稀里糊涂，不知
法不学法。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
违禁品，等被查获才如梦初醒。三

是心存侥幸， 觉得不就带点超过
限量的酒精、气体打火机、香水等
物品吗，安检查不出来的。

眼瞧着春运高峰就要到来。
许多人会乘坐火车返回家乡与亲
人团聚。 我们提醒乘坐火车回家
过年的朋友：首先，出发前应该仔

细检查一下自己的行李， 一旦发
现有违禁品，立即清除；其次，对
限量携带的物品一定要控制在限
量之内，决不能超过；再次，一旦
在进站前发现自己有违禁品，可
立即联系车站人员进行处置。

□许庆惠

本打算去软件公司求职应
聘，却稀里糊涂被公司贷款16800
元，作为岗前4个月培训费。 等觉
得不对要求退款时，公司却称，不
退。 (1月8日《华商报》)

近年来， 一些企业要求应聘
者参加 “岗前培训”， 并向应聘
者许下 “培训” 结束后可获得高
薪岗位的承诺， 目的是诱骗应聘
者自掏腰包参与所谓培训， 培训
机构赚取 “培训费”。 借贷平台
以 “培训费 ” 放贷收取高额利
息， 上演了一出由企业、 培训机
构、 借贷平台环环相扣、 紧密配
合的 “招聘陷阱”， 自然最终高
薪岗位难以兑现。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大学生
求职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陷阱， 骗
术花样翻新， 但却无本质区别，
“诱饵” 必涉及高薪、 高职位和天
花乱坠的前景描述， 而在求职变
“培训” 的骗局中， 提供就业是假，
赚取培训费和骗你贷款才是真正目
的。 结果往往是不仅现实与许诺
的职位大相径庭， 得到的更不是
所谓高薪， 而是残忍的高利率。

一项联合调查结果显示： 中
国大学生的防骗能力平均得分仅
为69分， 近3成大学生测试不及
格 ， 只有 3％的学生获得满分 。
这份数据一定程度上概括了 “为
何骗子青睐大学生”。 一些大学
虽将 “安全知识考试” 作为入学
的第一关， 校园和家庭也开展了
相关的安全教育， 防骗有术固然
重要， 但对大学生求职者和普通
劳动者的保护也不能 “不在服务
区”， 有关部门需要及时戳破其
联合编制的美丽 “陷阱”。

首先， 人才中介机构、 招聘
网 站 应 该 切 实 履 行 提 醒 和 审
核义务， 除了在醒目位置提醒，
更重要的是严格把关， 对招聘企
业进行严格审核， 对有过 “黑历
史 ” 的招聘企业一票否决 。 其
次， 有关部门也不能总 “后知后
觉”， 对破坏劳动力市场正常秩
序的中介机构和招聘企业， 应该
依法予以取缔。 最后， 就是涉世
未深的大学生不论对工作还是生
活， 都应该有合理的心理预期，
避免因缺乏经验和辨别， 盲目地
跌进陷阱。 □吴左琼

打破“求职变培训”陷阱
需多管齐下

知法守法不做“马大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