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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
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
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预制菜是以食用农产品及其制
品为原料，经工业化预加工，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
包装菜肴，不得添加防腐剂；同时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速
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等均被排除出预制菜之列。

点 评：

只有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才是预制
菜。杜绝了什么都往预制菜这个筐里装的做法——将预
制菜的概念泛化，其实是模糊讨论的焦点，让预制菜这个
工业制成品和其他常见食物混在一起，以逃避更严格、更
有针对性的审视和监管。

像这次明确预制菜“不得添加防腐剂”，其实就是提高
预制菜标准的努力。当然，标准明确，还要辅以常态化监
管，才能真正全面重塑预制菜的信誉。

无论如何，通知最起码廓清了此前的很多争议，为预
制菜的行业发展和监管提供了基本依据。那么接下来更
重要的，则是行业借此机会重新明确标准，提升整体质量，
同时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监管力量，化解围绕预制菜的种
种争议和担忧，将预制菜日常化，也彻底地“去标签化”。

（据《成都商报》）

近来，不少地方落实放春假。在湖北利川，当地教育
局发布通知，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放春假 2 天。而在杭
州，当地很早就探索放春假，近来多个区相继公布义务教
育阶段春假计划，这段假期一般被安排在 4 月底，多为 2 到
3天，再加上5天的“五一”假期，学生可享受8天连休。

点 评：

“放春假”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
人对此很有共鸣，认为无论是从现实需要还是回归传统，
放春假都很有必要。

如今很多地方落实放春假，高校放春假渐成潮流，而
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少地方也在跟进，而且得到不少认
同。毕竟，目前主流舆论普遍认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承受
了太大的学习压力，需要从略显压抑的学习环境中解放出
来。所以，在义务教育阶段放春假，倒不是简单地回归某
种传统，更在于传达出一个信号，可以将其视为推动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减负而做的一种特定安排。

（据《南方都市报》）

最近，一碗麻辣烫把甘肃天水送上热搜，城市文旅比
拼中又一位“选手”脱颖而出。纵观近年来火爆出圈的城
市，流量的加持作用不容忽视，吃烧烤、听音乐会、看大爷
跳水、赏冰雪美景……一座城市的走红，有时候只需要一
个热门话题就可以点燃。城市营销搭上“网红打卡”的快
车，带来“泼天的流量”固然令人称羡，而由此伴生的“流量
焦虑”同样也需要正视。

点 评：

“流量焦虑”源自潜在机会。当关注度不再是大城市
的“专利”，更多城市就有了足够的动力“内卷”文旅局长、

“强推”文旅资源。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产业不发达，在发
展转型中难免对文旅业抱有较高期待，盼着流量来，来了
又怕留不住。其实，无论城市用多大的诚意善待游客，在
热搜难测、焦点分散、流量更迭频繁的网络传播格局下，文
旅话题的昙花一现是大概率事件。城市营销与其纠结于
流量的追逐，不如想想如何将流量为我所用，不妨想想文
旅大热潮中本地本土的“就业方向”。

就业、找工作，要有“应聘思维”。打败城市“流量焦
虑”，同样要有“应聘思维”。对城市而言，一方面是苦练
内功，围绕文旅资源禀赋审视短板弱项，全力提升服务承
载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打造好“城设”。流量热度不是
不要，而是要高水平用好。用“简单的快乐”传递城市

“多巴胺”，用“一句话”实现跨界传播，少些被动“出名”，
多些主动“出彩”。这样的出圈，对城市的助力或许更有
质效。

（据《新华日报》）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在使用商家赠送的化妆品小样
后，前几天效果明显，但又过几天，面部出现发红发痒且愈
加严重。将小样送检，结果显示小样汞含量超标 1 万多
倍。经调查鉴定，生产方因缺少精细化操作标准，每瓶小
样汞含量都不同，有的竟超标4.3万倍！

点 评：

一些商家利用消费者急切变美的心理，往小样中添加
正装产品没有的化学成分，以规避监管，再将其免费赠送
给消费者，以正装、小样配合使用效果更好为名，引诱使
用，制造“有奇效”的假象，促使消费者复购。

小样免费，但不能免责。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
管理办法》，以免费试用、赠予、兑换等形式向消费者提供
化妆品的，应当依法履行相关化妆品经营者义务。

小样虽小，但不能成为监管盲区。不能因为小样之
“小”，商家就自我降低要求，监管就放松懈怠。功效千万
条，安全第一条。为行业立规矩，使监管有力度，让规则长
牙齿，才能确保整个行业守住安全底线，提高产品品质水
位线。 （据《春城晚报》）

预 制 菜 定 义 明 确
人们还会担心什么

旅行有意义
放春假才具价值

用“ 应 聘 思 维 ”
打败“流量焦虑”

化 妆 品 小 样 虽 小
但不能成监管盲区

近日，成都市场监管部门发布视频，
监管人员突击检查一家螺蛳粉店。监管
人员进入后厨巡查后发现，该店铺环境
脏乱，食材质量堪忧。此外，监管人员还
在后厨发现了专门给螺蛳粉加臭的加臭
剂、香精等食品添加剂。目前，该店铺被
暂停营业。记者在电商平台查询发现，
涉事店铺所用的螺蛳粉增臭酱价格约为
每公斤 47.6 元。增臭酱商品详情页写着

“每斤螺蛳粉汤只需加 2g 即可”。大致测
算，一袋增臭酱可以完成 500 碗螺蛳粉的

“增臭”工作。
螺蛳粉拥有着迷之魅力，几乎在一

片“嫌弃”声中，席卷大江南北，一跃成为
经久不衰的爆款单品。时至今日，螺蛳
粉店遍地开花，与之相关的争议话题，其
实一直未曾平息。而此番，职能部门的

一番调查取证，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印证
了一部分消费者的猜疑。事实上，通过
各方此前的持续科普，螺蛳粉的制作工
艺早已不是秘密。

按照业界说法，螺蛳粉的特殊风味，
主要由酸笋赋予。很多食客战胜心理障
碍一试，乃至越陷越深、欲罢不能，也正
是基于这一认知前提。“嗜臭”是一种古
老而顽固的舌尖偏好，其一方面不吝自
诩“懂吃会吃”“就爱这一口”的特立独
行，另一方面也要诸如“闻起来臭吃起来
香”“干净又卫生”的心理建设。在“螺蛳
粉增臭剂”冲上热搜后，不少螺蛳粉爱好
者表示“塌房了，无法接受”。这种错愕、
失望的情绪弥漫，实在情有可原。当加
臭剂“点石成金”，让螺蛳粉汤秒变“酸爽
鲜香”，市面上的那些螺蛳粉，似乎也变

得面目可疑起来。一袋增臭酱可为 500
碗螺蛳粉“增臭”，在这种模式下，一碗原
本独具风味的地方小吃，沦为了勾兑调
制的流水线式工业食品。这不仅是烹制
过程的偷工减料，更是一种食物本身的
降格、是对食客的欺诈。

当然应该厘清的是，调味膏、添加
剂等，并非就都不安全。增臭剂是否合
乎标准、无毒无害，后续还需详细鉴定
甄别。

增臭剂事件曝出后，各家头部螺蛳
粉连锁品牌迅速出面撇清，强调“没有添
加任何增臭剂”。因此，大可不必风声鹤
唳对螺蛳粉一棍子打死。相信在有关部
门的严打之下，更多的消费者可以吃上
更加安全、健康，且没有添加任何增臭剂
的螺蛳粉。 （据《春城晚报》）

螺蛳粉添加增臭酱 是对食客的欺诈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 2024 年第 2 号
公告，决定于今年开展第三次全国时间利
用调查。据介绍，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
查的内容主要是抽中调查户内家庭成员
基本情况及时间利用情况，包括家庭成员
基本情况表、日志表和开放式问卷三张调
查表。此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
时间为5月11日至31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的
流逝曾经让孔子发出了深沉的感叹。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于每一个体显然都不是一

件小事，因为能不能善用时间，往往决定
了一个人的业绩，正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所说，“时间就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
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同时是国家的
大事。

正因为重视“时间都去哪儿了”，所
以在国家层面催生了时间利用调查。作

为国际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其主要通
过采集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
息，反映居民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有酬
劳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等各
项活动的时间投入，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
于评估居民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
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民生福祉政策
影响等。

在此之前，我国曾于 2008 年、2018 年
开展过两次时间利用调查。从两次调查
结果所呈现的差异中，可以更好地理解时
间利用调查的意义。

2018 年的调查显示，个人生理必需
活动时间为 11 小时 53 分钟，比 2008 年增
加 19 分钟，其中，睡觉休息用时 9 小时 19
分钟，比 2008 年增加 17 分钟，个人卫生护
理活动用时 50 分钟，比 2008 年减少 2 分
钟，餐饮活动用时 1 小时 44 分钟，比 2008
年增加 4 分钟。睡觉休息和用餐时间的
增加，反映了居民生活方式更加健康。

2018 年，居民一天有酬劳动用时 4 小
时 24 分钟，比 2008 年减少 4 分钟。10 年
间，有酬劳动时间减少 1.5%，而同期人
均 GDP 增长约 1 倍。单位时间产出明显
增加反映出 10 年间劳动生产率得到了
提高。

至于较之 2008 年，2018 年交通用时
显著缩短，显然意味着交通设施不断完
善、交通工具持续改善以及便利化程度
不断提升，给公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
大影响……

国家掌握这些信息有什么用？一言
以蔽之，如果数据足够翔实足够准确足够
有代表性，那么为了让居民的时间利用更
有益于身心健康，更有利于增进民众福
祉，国家就可以在公共政策上做针对性的
引导和发力。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与前
两次调查相比，此次调查范围首次拓宽至
全国，调查对象首次扩展至 6 周岁以上常

住成员，调查首次全面使用电子化采集方
式。此外，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时
间利用活动分类更加细化，由上一次调查
的 20 个类别扩展到了 13 个大类、34 个类
别。

这样的调整富有深意。因为其必将
精准细致地反映出居民在工作、学习、生
活、出行、养老、就医、文体活动参与等方
面的情况和期待。

任何一项调查，要让其最后达到预
期目标，调查对象高度配合都是前提条
件。而要得到调查对象的配合，除必要的
宣讲之外，也需要明确一些规则，使之没
有疑虑。

在信息保密等方面，《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有明确规定，只要严格执行就
完全没有问题。

于民于国都有意义的时间调查，相
信会在各方支持下得到顺利推进。

（据《南方都市报》）

时间利用调查将为民生改善提供依据

记者日前从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辽宁省 2024 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印发，提
出2024 年实施保护性耕作任务面积1350 万亩，鼓励各地在计划任务面积基础上增加实施面积。

新华社发
保护性耕作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
在家，就去找它妈。它妈想打架，就赏它
妈两个大嘴巴……”不久前，有网友反映，
自己用网络电视给孩子播放《上山打老
虎》儿歌时，发现歌词明显被“魔改”，粗俗
和暴力的内容让人感到很不适。

含有低俗、庸俗、媚俗内容的所谓
“儿歌”，容易扭曲儿童的认知，诱导不良
嗜好，增加孩子之间出现摩擦、霸凌的可
能。相关执法部门和平台对这类“儿歌”
不能放任不管，应建立起严格的审核和管
理机制，净化网络空间，保护少年儿童合
法权益。

（据《新华日报》）

儿 歌 岂 能
如此“魔改”

日前，周杰伦杭州场的部分门票通
过“JayMe”App 放出，要求粉丝先充值 488
元成为“超级 VIP”，并在 App 上获得“抢票
资格”，之后才能参与抢票，但充值 VIP 权
益不代表就能享有门票，且会员权益不可
退换，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有网友表示，“周杰伦吃相难看”，
有 网 友 称“‘JayMe’的 商 业 运 作 与 周 杰
伦没有关系”。有律师称，消费者享有
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你可以
不 充 值 ，平 台 的 操 作 并 无 明 显 法 律 漏
洞。也有律师表示，这是“霸王条款”，
明显违背公平原则，剥夺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确实，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
者服务的权利，但前提是公平公正地满足
了这一权利，而不是剥夺了消费者权利还
告诉消费者有不选择的权利。

2023 年 9 月，多部门曾联合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
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
知》，其中就提到“演出举办单位应当明示
其授权的票务代理机构，引导消费者从合
法渠道购买门票。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告
知消费者购票、入场和退票规则”，“演出
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
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

据天眼查，该平台是“官方出品”，
充值抢票却没有成功概率告知，这已经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更何况这还
有捆绑销售之嫌，涉嫌侵犯消费者应有
的选择权。同时，主办方今年 1 月公布
的售票平台里并没有这个 App，也涉嫌
出 尔 反 尔 不 守 诺 ，属 于 单 方 面 更 改 合
同，主办方应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也
期待各地相关部门针对这一新现象，通
过听证会等调研方式，明确公平公正的

“抢票”规则。
（据《齐鲁晚报》）

抢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先充488元？霸王条款！

近日，成都市教育局发布了 2024 年
中考政策，其中规定：考生在初中期间若
涉及考试作弊、校园欺凌或未按要求完
成综合素质评价写实记录等负面清单行
为，将不得被推荐为指标到校生，并在录
取中最后投档。

新规之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对“校
园欺凌”的纳入。一段时间以来，校园欺
凌事件屡屡发生，给受害者带来了极大
的创伤，也影响了校园的和谐氛围。将
其纳入中考“负面清单”，不仅是对潜在
受害者的有力保护，更是对校园欺凌实
施者的严厉警告，利于营造更安全的校
园环境。

但这一新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

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完善。诸如“怎样
才能认定为校园欺凌”，显然要有更为明
确的标准。有网友就提出，判断学生是
否有校园欺凌行为的依据，是根据执法
部门的判定证明，还是学校或教育部门
的相关记录？

需要秉持的精神是，在具体执行中，
既要保护学生免受校园欺凌的伤害，同
时也要防止对“校园欺凌”的负面认定扩
大化。既不能让欺凌者逃避惩戒和责
任，也不能让欺凌认定的覆盖面太大，伤
及无辜。

事实上，对于校园欺凌行为的判定，
学校是关键的一环。而针对相关事情的
处理方式，法律层面也有规定。如未成

年人保护法就明确，“对严重的欺凌行
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
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
依法处理”。

当然，新规中的“最后投档”规定虽
然严厉，但却是必要的。其能够让学生深
刻认识到不良行为的严重后果，做好心理
预期，从而更加自觉地遵守校规校纪。

总而言之，成都市教育局此次发布
的新规，一定程度上利于从制度层面约束
校园欺凌者，更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而对于具体认定中存在的标准问题，还需
更为细致的梳理，以确保新规在震慑潜
在霸凌者的同时，不影响升学公平。

（据《新京报》）

用中考投档震慑欺凌者 需防“认定扩大化”

上海一男子在羽毛球馆打球时，被
流浪猫绊倒造成十级伤残。男子将经营
羽毛球馆的公司及流浪猫喂养者肖某告
上法庭。最终，肖某被判赔偿24万元。

法院认为，羽毛球馆作为一个收费
场所，未能履行好安全保障的义务；而本
案中的猫原为流浪猫，后由肖某收养且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构成了饲养行为，
应与羽毛球馆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根据

《民法典》规定，如果饲养的动物对他人
造成损害，动物的饲养者或管理者应承
担侵权责任。

该案件的判决结果警示人们，在饲
养动物前，除了要考虑动物给自己带来的
精神抚慰等益处，还应充分考虑其对社会
的影响，特别是潜在的公共安全隐患。换
言之，饲养动物不仅仅是对动物的责任，
也是对社会的责任。这个案件也传达出

一个信号，即私自投喂流浪猫狗的行为潜
藏风险，可能会导致公共安全和健康问
题，增加流浪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冲突。在
对待流浪动物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综合考
虑动物福利、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等多
重因素。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大众
应该共同努力，制定合理的管理政策和
措施，确保动物在得到适当照顾的同时，
防止对他人造成损害。（据《福建日报》）

投喂流浪猫被判赔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