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直说

外卖骑手给人们带来用餐便捷同时， 也带来不
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记者1日从江苏扬州交警部
门了解到， 他们将给存在交通违法行为的 “外卖小
哥 ” 戴 “紧箍咒 ” ———交通违法1次 ， 将被停工1
天。 （6月1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每日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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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让“商场游乐场”不再成儿童“受伤地”

■世象漫说

外卖平台健康证岂能形同虚设

遏制违法交易
是二手平台的法定义务

■今日观点

高考怎么就
扯上了“经济”？

钱夙伟：近日，江苏常州某小
学在举行 “六一” 活动时突遭暴
雨，在几十秒内，现场近3000名师
生家长毫不慌乱，有序退场。视频
曝光后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称
这是“教科书般的撤离”。 该校校
长表示，这是学校的日常，各位网
友不必“大惊小怪”。实施“教科书
式”的撤离，归根到底靠的是责任
意识， 正是这样一份重于泰山的
责任，使得每个孩子的安全，都系
于教师的心头。 “教科书式”的撤
离，值得点赞。

“教科书式”的撤离
值得点赞

张智全：近日，有媒体调查发
现，尽管经过了多次整改，但目前
市面上的主要二手物品交易平台
仍然存在许多“灰色产业领域”的
物品交易，例如盗版影音、色情信
息、烟草等，致使二手平台成了不
少不法交易的集散地。 作为网购商
品的平台载体， 二手交易平台对
遏制违法交易负有不可推卸的法
律责任。换言之，遏制违法交易，
不仅是二手交易平台应有的基本
商业伦理，也是应尽的法定义务。

餐饮外卖平台关乎公众健
康， 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丝毫
的马虎。 有关部门必须守土有
责，严防健康证形同虚设。某种
程度上讲， 这也是政府应有的
责任担当。

“互联网+垃圾回收”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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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 ， 山东潍坊市民张
先生的儿子在当地一家新开业的
“网红” 室内弹力公园玩一个滑
索项目时， 不慎掉落， 导致左胫
骨远端骨折， 弹力公园称对此事
不负责， 引发社会对室内儿童娱
乐设施安全性的关注。 记者近期
调查发现，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
室内娱乐场所以及商场、 景区度
假酒店内都开设了淘气堡、 弹力
蹦床等儿童娱乐项目， 然而一些
设施却暗藏安全隐患， 相应监管
同样陷入 “盲区”， 导致安全事
故频发。 (6月2日新华社)

为了招徕顾客， 现在很多城
市里的商场都增设了儿童游乐设
施， 这为逛商场的家长带来了方
便， 也给儿童带来了欢乐， 但这
些商场内外的儿童游乐设施很多
都处于监管盲区， 这也造成儿童
娱乐设施因年久失修、 安全措施
不足等原因造成儿童受伤的事
故， 近年来是屡屡发生。

要保护儿童娱乐安全， 就不
能让室内儿童娱乐设施继续处于
监管盲区， 需要完善制度设计，
弥补监管漏洞， 明确游乐设施的
监管部门， 让消费者维权与监管

者执法都有法可依， 从法律上保
障儿童娱乐安全； 对于制订免责
“霸王条款” 的商家， 也需要监
管部门加强监督， 督促商家履行
自己的安全防护义务， 而不再是
试图通过一纸 “霸王条款 ” 免
责。 另外， 对于广大家长来说，
既需要多一些维权意识， 也需要
多一些防范意识、 责任意识与安
全意识， 不能只把商场、 超市内
的儿童游乐设施当 “寄存” 孩子
的场所， 而需要多肩负起自身的
监护责任。

□戴先任

□李红军

在繁华新潮的上海， “互联
网+垃圾回收” 正成为创新标杆
项目， 在长三角复制推广。 上海
多区正在推行的 “互联网+垃圾
回收 ”， 就是在支付宝上下单 ，
废品小哥上门回收， 这背后的流
程可不简单。 即便是一只纸箱的
回收流程 ， 也要经过用 、 支付
宝 、 技术平台 、 服务商 、 回收
厂， 而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背后
都有一份绿色职业为之服务 。
（6月3日 《劳动报》）

正如媒体报道， 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 ， “绿色职业 ” 与
“网约工” 相结合， 不仅改变了
这一职业的工作方式， 也让垃圾
回收小哥月入过万成为现实。 而

且， 一把公平秤、 一台手机、 一
套蓝色制服……这身行头成为支
付宝垃圾分类回收平台 “上门回
收员 ” 的标配 。 可以说 ， 借力
“互联网+ ” 提升垃圾回收率 ，
具有可行性和示范意义。

从创业就业角度来看， 定时
定点和按订单上门回收相结合，
回收小哥月入过万不是梦。 尤其
是手机订单模式， 也避免了这些
回收小哥来回奔波之累。 尤其是
一把公平秤、 一台手机、 一套蓝
色制服， 这身行头成为支付宝垃
圾分类回收平台 “上门回收员”
的标配， 不仅显得正规， 且能够
给小区居民带来一定的安全感。

不过， 除去其所取得积极成

效， 笔者更为关注的是这些垃圾
分类回收 “网约工” 权益保障问
题。 不必讳言， 这些新业态用工
模式 ， 虽然满足了市场需 要 ，
且一定程度纾解了社会之难 ，
但其权益问题同样不能忽略 。

比如， 社保缴纳、 高温津贴、 低
温津贴， 以及加班费等等， 这也
需要用人单位及劳动用工监管部
门给予重视， 以确保其权益不受
到侵害。

□杨玉龙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 显示， 截至2018年12月，
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4.06亿 ， 较
2017年年底增长18.2%， 网民使
用比例为49%； 手机网上外卖用
户规模达3.97亿， 占手机网民的
48.6% ， 年增长率为 23.2% 。 然
而， 外卖平台送餐人员近日被曝
光未体检便以 “150元” 的假证

通过平台审核实现接单， 并且此
种情况并非个例。 这无疑给诸多
外卖用户的身体健康埋下了隐
患。 （6月3日 《法制日报》）

外卖人员为何要 “持证 （健
康证） 上岗”？ 这是因为， 在餐
饮消费环节要求提供健康证， 体
现了对食品生产、 经营、 餐饮消
费从业者健康状况的保障。 接触
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如果 有 消
化 道 传 染 疾 病 、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 皮 肤 病 等 ， 则 有 可 能 在
工 作 过 程 中 将 疾 病 传 播 给 健
康 消 费 者 ， 而 且 这 种 通 过 食
品 传 播 的 疾 病 将 向 不 特 定 多
数 人 扩 散 ， 容 易 造 成 比 较 严
重 的 后 果 。 根 据 《 食 品 安 全
法 》 第 四 十 五 条 规 定 ，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者 应 建 立 并 执 行 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然而， 健
康证在一些外卖平台上早已经徒
有虚名， 早已经形同虚设。 消费
者在一些外卖平台上根本查不到
健康证的相关信息。

我们知道， 外卖人员不同于
一般人员， 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
直接关乎公众的健康。 如何让公
众健康得到有效保障？ 首先， 必
须提高外卖人员的准入门槛， 让
健康证成为外卖人员的必要手
续， 严格限定有传染病的外卖人
员配送外卖。 2017年上海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通信管
理局颁布的 《上海市网络餐饮服
务监督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规
定， (送餐要求) 网络餐饮服务

提供者自行送餐的， 应当按照食
品安全法律、 法规、 规章等相关
规定 ， 加强对送餐人员 的 培 训
和 管 理 ， 并 遵 守 相 关 要 求 ，
其 中 第 一 款 就 是 送 餐 人 员 应
当取得健康证明。 同时对外卖人
员的体检问题要重视起来， 绝不
能让 “健康证” 流于形式， 只要
交钱就发证。

其次， 对外卖平台要实施有
效的监管。 药品食品监督部门可
借鉴体育比赛中 “飞行药检” 的
做法 ， 事先不打招呼 ， 不发通
知， 对一些外卖平台进行 “出其
不意” 的健康证检查。 一旦发现
问题， 不姑息， 不迁就， 发现一
起， 处理一起， 形成强有力的震
慑氛围。

再者， 消费者的监督不可或
缺。 就目前而言， 许多消费者只
关心饭菜质量和送餐时间， 而对
于外卖人员的健康证问题则鲜有
提及。 作为消费者， 如果连自己
的健康问题都不重视， 难道指望
别人去重视健康和安全吗？ 查看
外卖人员的健康证应成为一种消
费习惯， 这不仅关乎他人健康，
更关乎自己的健康。 某种程度上
讲 ， 索要健康证明也是消费者
“明明白白消费” 的一项权利。

餐饮外卖平台关乎公众健
康， 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丝毫的
马虎。 有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
严防健康证形同虚设。 某种程度
上 讲 ， 这 也 是 政 府 应 有 的 责
任担当。

一年一度的高考， 牵动着
数以百万计学子和更多家长、
老师的心， 也拉扯着与高考相
关行业人的神经 ， 其中不乏
商人、 “准商人”。 围绕高考
出现的各种商业活动， 年年生
意兴隆 ， 且屡有 “创新 ” 营
销 ， 于是有人冠以 “高考经
济” 之名。

高考本是教育的事， 怎么
就扯上了经济？ 盖因其中蕴藏
着巨大商机， 诱惑着逐利的人
们乘机发财。

毋庸讳言， 现行高考制度
对于许多学子及其家庭来说，
在相当程度上具有 “决定命
运” 的意义。 十年寒窗苦读，
能否 “一跃龙门”， 全在高考
一搏。 因此， 考生全力以赴，
学校层层加码， 家长更是不惜
血本。 让考生吃好喝好保证营
养成了必需， 于是各种补品、
套餐应运而生； 形形色色的补
习班， 五花八门的复习题， 让
真真假假的授课人、 编纂者和
书商大把赚钱； 宾馆开设 “高
考房 ” 弥补了淡季营收的亏
空， 心理医生乃至算命先生都
有了生意； 更有甚者， 屡遭打
击的作弊 “枪手 ” 仍不乏其
人， 虽经整治但未绝迹的 “高
考移民” 更免不了靠钱铺路；
就连填写涂题卡的小小2B铅
笔都有人打上了主意……高考
简直成了 “大卖场”， 怪事连
连， 真的十分 “经济”。

“高考经济 ” 很不正常 ，
有的甚至涉嫌犯罪。 即使纯粹
的商业行为 ， 也无助于 推 动
教育事业发展 ， 反倒可能由
于无孔不钻 、 唯利是图的商
业色彩玷污了知识殿堂 ， 影
响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 。 至
于 涉嫌犯罪的 ， 则肯定有百
害而无一利。

让 “高考经济” 降温的根
本途径在于改革现行高考制
度， 淡化高考 “决定命运” 的
成分。 就眼下讲， 学子及其家
长们应该理性对待高考， 大可
不必为商家裹挟， 进行非理性
消费。 高考降了温， 与之相关
的 “经济” 就会冷却。 无利可
逐， 商人们也该退出了。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