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观点 052023年8月31日 星期四 值班编委 郑桉 编辑/美编 马晓婷 校对 郑桉

■快 评■

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
对，强行启动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作为
地缘相近的“邻居”，中国民众的愤慨中不
仅饱含对地球生态的惋惜，也表达了对自
身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担忧。

面对近在咫尺的食品安全风险，担忧
是正常的，但一些不该出现的情况也开始
冒头：

有的消费者疯抢食盐。中国盐业协
会发文解释，我国海盐产销量较小，消费
者日常食用的井盐储量充足，无需囤积。
市场监管总局也表示，已部署各地加强食
盐价格监测，强化分析预警，建立与相关
互联网平台的“直通车”机制，及时掌握价
格异常波动信息和违法行为线索。

有的商家盲目蹭热点。据媒体报道，
上海一家日料店推出“防辐射”套餐。店
家称，套餐内的凉拌番茄可“减少皮肤受
到的辐射损伤”，冷豆腐可“防辐射并加快
代谢”，毛豆“提供免疫”等。日料店用“防
辐射”当噱头已涉嫌虚假宣传，还可能制
造 不 必 要 的 焦 虑 。 目 前 该 套 餐 已 经 下
架。会不会有商家蹭类似热点，需平台方
加强监测，监管部门及时处置。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海产品及相关
食品餐饮企业可能遭遇的误伤。以日料
店为例，真正从日本空运食材的日料店数
量少，且人均价位动辄上千元也不是百姓
的日常消费。大连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人工养殖海胆，已成为国内海胆主要产区

且大量出口国外。结合中国鳗鱼网及中研
研报等数据，目前我国鳗鱼养殖年产量占
世界总产量的70%至80%。除了日料店，还
有大量中餐厅使用海鲜。这些海鲜与日本
关系不大，却受到牵连。餐饮行业回暖不
易，海鲜消费受到的冲击需要重视。

为保护国民安全，我国海关总署已全
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市场
监管总局发文，严禁食品生产经营者采
购、使用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加工食
品、制作餐食或进行销售。此时抵制中国
人开的日料店，或者号召不买海鲜，很可
能是让中国渔民及企业为日本政府犯下
的错误埋单。

近期互联网出现了抵制海鲜的声音，

甚至有网民冲进直播间辱骂店主。这种不
理智的行为应当遏制。为缓解消费者担
忧，监管部门、平台和商家有必要加强海鲜
产品上市前的检测。这虽会增加成本，却
是眼下让消费者放心的必要举措。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给地球生态带来
风险和挑战。全球海洋渔业会不会受到
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需要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才能给出答案。此时，性价比更高
的中国海鲜有机会填补百姓购物车。远
离海洋的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地已成功
用盐碱水模拟海水环境，养出了南美白对
虾、青蟹、大黄鱼等多种“海货”。你愿不
愿意尝尝来自内地的中国海鲜呢？

（据《经济日报》）

别让日本核污染水误伤中国海鲜

国家版权局、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
打 击 网 络 侵 权 盗 版

“ 剑 网 2023”专 项 行
动，这是全国持续开
展的第19次打击网络
侵权盗版专项行动。

新华社发

严厉打击

天津市东丽区一家大型商场，在各种运营细节上
“斤斤计较”：客流低峰期的电梯只开放一半，商场里每
一只灯泡、每一个空调出气口都在楼宇自控系统的管控
中，不让任何一度电悄悄流走……

点 评：

“抠”一点，“抠”出的是更多节能降碳的潜力。“抠”
的方法算不上高深，难的是意识的转变。在天津电装电
机有限公司，经过精密计算，车间卷帘门的开启高度控制
在 2 米，开启时间也正好满足需要，一道门一个夏季就能
节省六万余元电费；在一汽-大众华北基地内，废水处理
和循环技术让废水不废，可以进行二次甚至多次利用。
打开思路，充分依托科技手段，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加快低碳技术的应用和绿色产品的打造，就能开辟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据《天津日报》）

一度电都要省是抠门吗

近来，年轻人中开始刮起一股“刮刮乐”风。他们隔
三差五买几张“喜相逢”“点石成金”或是“好运十倍”玩
一玩，还有年轻的同事一起集资“分红”买整本“大 7”。
不少年轻人表示：刮的就是一个乐呵。

点 评：
说到底也不过是一张刮奖券，“刮刮乐”为何如此吸

引年轻人？抽奖行为带来的情绪价值。从小时候校门口
的戳戳盒、抽卡，到“万物皆可盲”的跨界盲盒，对于公众
而言，抽奖消费并不陌生。尽管不少人通过刮刮乐得到
了一定的精神满足，但我们也应对这类投机诱惑谨慎视
之。对此，不妨通过限额、限量等方式进行自我约束，莫
对一时之喜“中毒太深”。毕竟，此“赔半”非彼“陪伴”，
还是不能太走心。 （据《广州日报》）

对“刮刮乐”可别太走心

工信部近日发布《限制商品过
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
性国家标准第 2 号修改单（征求意
见稿），其中重点聚焦茶叶 K 值、
空隙率、包装层数，拟将茶叶的包
装 层 数 由“ 不 超 过 四 层 ”调 整 为

“不超过三层”，并规定茶叶商品
总质量应不大于内装物茶叶质量
的 6 倍。

2021 年 8 月，《限制商品过度
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
国家标准向社会公布。考虑到新
国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相关生产
企业要根据新标准对产品包装进
行规范化设计，对存量产品清库
存，新国标设置了两年的实施过渡

期。如今，过渡期结束，根据国家
绿色低碳发展形势需要，有关部门
拟对这一标准做出适当修改，这传
递出国家治理“过度包装”的决心。

茶叶过度包装有一定的普遍
性、长期性和顽固性。在中消协对主
流电商平台茶叶开展的一项调查中，
茶叶过度包装问题比例为 11.2%。
几十克重的茶叶被装进各式漂亮的
瓶子，再加上泡沫、隔板、纸盒，所有
包装比茶叶重好几倍甚至十几倍，这
不仅浪费了资源，对环境造成污染，
也加重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这些清晰明了的规定有利于
监管的有效开展。2021 年 9 月实施
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

定：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限制商品
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避免过度
包装。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过度包装
的监督管理。

商品包装的主要功能是保护
商品，“过度包装”会使一些商品一
味追求“颜值”而忽视产品内在品
质。期待相关国标的修改和落实，助
推更多生产企业和商家改变生产经
营理念和方式，打造良好的绿色消费
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相协调，全面推动相关市场规范、有
序、可持续发展。

（据《工人日报》）

茶叶“轻装”上架应成常态

记者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了解到，为满足人民群众住院陪
护的个性化需求，减轻患者及家属的
陪护负担，该院以 10 区骨科为试点
的第一个“无陪护”试点病房正式启
用，将以专业化的护理员代替家属，
承担患者住院期间的陪护任务。

许多住院患者都需要有人陪
护，但是，目前的陪护情况却不容
乐观，因为护理患者需要牵扯巨大
的精力，病人家属白天上班、晚上
陪护，往往累得筋疲力尽，时间稍
长更是力不从心。

基于此，近年来我国多地探索
试点“无陪护”病房。所谓“无陪

护”，并非无人陪护，而是由经过规
范化培训、统一管理的医疗护理
员，负责患者住院期间的生活照
护，实行无家属陪护或者陪而不
护。医院推行“无陪护”病房，既减
轻了家属的陪护负担，也能让患者
和家属放心，而专业化陪护更有利
于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可见推行

“无陪护”病房一举多得。
要想让“无陪护”病房真正惠

及患者及家属，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一是加强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交
流，让家属了解“无陪护”病房，增加
医护患三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打消家
属的疑虑。二是探索建立医院、财

政、患者分担机制，尽可能减轻患者
的经济负担。三是有关部门和医院
应进一步完善“无陪护”病房管理，
强化护理员照护能力培训，以专业优
质的服务，吸引更多的住院患者接受

“无陪护”模式。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老龄化社

会的到来，“无陪护”病房将是今后
医疗照护服务的发展方向，期待各
地医疗卫生等部门顺应时代趋势，
积极破解推进中遇到的问题，以更
优质的服务、更亲民的价格，化解
住院“陪护难”，让“无陪护”病房真
正惠及更多患者及家庭。

（据《劳动午报》）

推行“无陪护”病房 有助化解住院“陪护难”

今年 8 月 29 日是第 20 个测绘
法宣传日，主题是“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国家版图是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象征，爱我国土，要
从正确使用地图开始。

国家版图在日常生活中随处
可见，其中地图是最常用、最主要
的表现形式。从中小学教学挂图、
企事业单位挂图到天 气 预 报 、交
通运输背景图以及各类标牌、广
告 、商 标 、报 刊 、影 视 作 品 等 ，国
家 版 图 无 处 不 在 ，然 而 错 误 标
注 、错 误 使 用 的 情 况 却 时 有 发

生 。 在 中 国 地 图 上 ，一 点 一 线 ，
都代表着我们的壮丽河山，一点
都不能错，每个人都要呵护国家
版图、正确使用地图、自觉维护其
尊严和完整。

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地图
应用广泛。汽车导航、旅游安排、
外卖订餐，地图内容越来越丰富、
更新越来越快、应用领域越来越
广，国内主要互联网地图服务日均
位置服务请求超千亿次，一旦错误
表示国家版图，将造成恶劣影响。
使用互联网地图，必须严肃维护国

家版图尊严。
今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

图意识宣传周 主 场 活 动 ，还 启 动
了全国国家版图知识竞赛（中小
学组）。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内容，面向青少年开展常态化
的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能够
帮助孩子们从相关法律法规和历
史长河中了解国家版图、认知国
家 版 图 、树 立 国 家 版 图 意 识 ，增
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
觉性。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

据报道，继曝光在四川阿坝州理县
被拦路收费 500 元后，8 月 27 日下午，旅
游博主“老辣日记”发布视频称，自己和
朋友在甘孜州巴塘县亚莫措根景区自
驾旅游时，又遭到防火监督员拦路收
费，两次收费只相差6天。

视频发出后，当地迅速成立了联合
调查组跟进此事。经查，收费者的行为
属于临时卡点乱收费，已被处以罚款
200 元的处罚。而此前拦路收费 500 元
的人员，据称系该局森林防火检查站值
守职工，目前也已被停职记过，收取的
款项被责令立即退还。

近年来，随着自驾游的兴起，一些
地方出现了以“保护景区环境”等名义
擅自设立收费站、拦路收费的现象。这
些收费行为，在合法性上难有依据，不
仅给过路游客带来困扰和危险，还影响
了地方的声誉。

为避免此类“拦路虎”事件的再次
发生，当地相关部门要加强旅游区监管
和自查，开展对私设收费点的专项调
查，确保自驾游道路的通畅和安全。

这件事也提醒游客，在进行自驾游
时提高警惕，遇到拦路收费情况及时报
警求助，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积
极维护自身利益。 （据《新京报》）

6 天 两 次 被 拦 路 收 费
不能曝光一起治理一起

近日，某地一中学“150平方米小卖部招租项目”竞拍完
成，5年租金总额成交价高达943万元，在社会引发议论。8
月28日晚，当地表示，小卖部资产出租收入全部上缴县财政。

点 评：

中小学校该不该开小卖部？必须开的话，怎样经营
才合适？校园小卖部非开不可，那也不应该采取如此操
作——任由社会资本进入，按照市场那一套逻辑来经
营。理想的方式应该是，坚持服务理念，秉持公益原则，
让小卖部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基本服务。就算没法做到让
校 园 小 卖 部 商 品 比 外 面 便 宜 ，至 少 也 不 应 该 更 贵 。

（据《广州日报》）

中学“天价小卖部”的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