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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本期话题】

微
话题

国庆将至，中秋同来。
国庆是举国欢腾、山河同庆
的重要时刻；中秋是阖家团
圆、共享天伦的传统节日。
今年，国庆与中秋再度近距
离“邂逅”，8天长假，是对辛
勤工作大半年的人们难得的
犒赏，应该放松心情，享受假
期。而“节点”，也往往是对
我们每个人的“考点”，欢度
双节，有些东西切不可缺。

过好双节，“理性”不可
缺。节日期间，走亲访友、
欢乐聚会，追求“舌尖上的
幸福”无可厚非，但厉行节
约的优良传统不能丢。选
购月饼要坚持低碳、绿色、
适度，让中秋食品回归传统
节日本身。节日聚餐切记
按需点餐，坚决把“光盘行

动”贯彻到底。面对商家花
样百出的营销手段，要弄清
营销方式、规则、期限、范围
以及相关限制性条件等，谨
防掉入“套路”。

过好双节，“文明”不可
缺。一山一水皆风景，一言
一行显文明。就地度假，要
避免沉溺游戏、牌局、酒局
等过度耗费身心的活动，多
参加阅读、踏青、健身等积
极向上的活动，在文明娱乐
中培养“健康的心”。出门
在外，不妨多用善、用美来
亮化风景。

过好双节，“安全”不可
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
条。面对双节车流，作为公
共交通的参与者，要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优化出行路线

和计划。特别是驾车途中，
要以高度的责任感确保自
身和乘客安全。出门在外，
要切实增强自我保护的意
识，严格遵守安全规定，杜
绝危害自身和公共安全的
行为。

“家”与“国”在时间上
的相连、文化上的相牵，更
让人有家国之思，感家国之
情。利用假期开展调查研
究、扶弱帮困、投身公益志
愿行动等等，我们还可以做
得更多。期待我们一起行
动起来，把双节过出更加幸
福、甜蜜的滋味。

把双节过得更有滋味
□政青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
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
托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
心开展了中秋、国庆食品
专项监督抽检。24日，该
局公布抽检结果，抽检的
200批次食品中，共有3批
次不合格。

（9月26日本报4版）

民以食为天，保障食
品 安 全 的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
止，其中缘由错综复杂，但
首要的还是商家在利益驱
动下不择手段，或为了节
省成本缺斤少两、偷工减
料，或一味追求口感，在食
物中加入“科技与狠活”。
法律意识淡薄的背后，除

了惩治力度不够、违法成
本过低外，也存在消费者
的隐性“纵容”。

今年，蜜雪冰城在食品
卫生问题上翻车，网友的评
论却让人大跌眼镜。“不是
蜜雪冰城食材过期了，而是
我来迟了”“蜜雪冰城这次
真的触及我的底线了，所以
我决定降低底线”……诚
然，蜜雪冰城的价格与同类
产品相比更加亲民，但这也
不能成为用娱乐调侃消解
严肃事实的理由。

食品的种类千千万万，
监管力量毕竟有限，这就更
需要人人敲响维权的警钟，
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
当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产品而使自身权益受

到损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
进行维权，向食品生产、经
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以合法
渠道保障自身权益。

除此之外，加强食品
流 通 环 节 的 监 管 必 不 可
少，相关监管部门应善用
执法权力、加强执法效率、
加大处置力度。同时，对
于问题厂家、商家整改的
后续情况应进行常态化追
踪，避免部分商家心存侥
幸、故技重施。

总体来说，保护食品安
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
方共同努力。只有守住食
品安全红线，人民群众才能
吃得安心、吃得健康，餐饮
市场也才能真正焕发生机
与活力。

昨天下午，如皋市公安
局迎春派出所联合如城街
道宏坝社区，别出心裁独家
定制了一款限量版“反诈月
饼”，为居民送上“中秋佳节
送温暖·安全反诈不缺席”
的主题活动。

（9月27日本报3版）

近年来，各地网络电信
诈骗屡屡发生，不但让被骗
群众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长
治久安。虽然公安部门采
取了严厉打击，但由于网络
电信诈骗花样翻新，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让人防不胜
防，群众被骗案例依旧层出
不穷，难以杜绝。

俗话说：“事后打击不
如事前预防。”为此，除公安
部门外，基层社区、村居也
纷纷行动起来，利用报纸、
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闻媒
体 进 行 反 诈 骗 宣 传 和 教
育。虽然这些反诈骗宣传
和教育起到了一定的防骗
效果，但由于宣传没有深入
群众生活，不接地气，因而
防骗效果并不佳。

而此次，如皋市公安局
迎春派出所联合如城街道宏
坝社区，利用中秋节这一传
统节日，通过定制“反诈月
饼”的方式进行防诈骗宣传
之举，无疑是一种既接地气
又有创意的防诈骗小妙招。

众所周知，月饼是中秋

佳节的传统美食，老百姓都
会选购和食用，而通过“反
诈月饼”的方式宣传防诈
骗，无疑具有涉及面广、效
果颇佳的优势。这样的“反
诈月饼”，老百姓接触多了，
自然而然就会多一分警惕，
少一分受骗。可见，“反诈
月饼”这个小妙招，值得点
赞，值得各地借鉴和推广。

但愿各地公安部门不
妨开动脑筋，多多借鉴和学
习定制“反诈月饼”的好做
法，把防诈骗宣传更多地引
入群众的身边，增强群众的
防范意识，提升群众的防骗
能力，从而达到宣传和预防
的效果，切实守护好广大群
众的钱袋子安全。

守护食品安全没有旁观者
□范译

“反诈月饼”是防诈骗的一记妙招
□廖卫芳

如厕通行证

近日，网传广东“阳江一学
校如厕需持通行证”的消息引
起网络热议。9月26日，当地
学校相关负责人告诉央广网记
者，“洗手间通行证”仅在高三
学生晚自习期间试行，主要出
于校园安全管理方面的考虑。
结合各方意见，试行两日后，校
方已取消该项措施。

（9月27日澎湃新闻）

学校管理莫跑偏
□戴先任

一些学校为了让学生遵守
纪律，或是防范出现安全事故
等，总是喜欢以牺牲学生的正
当权利来达到目的。这样做
的结果就是——学校管理跑
偏了。

学校要懂法护法，否则使
用一些自认为是“铁腕”的手段
来约束学生，与自己的教育目
的南辕北辙，闹出“如厕通行
证”之类的荒唐事。

学校是管理者，也是服务
者，进行管理、教育时，学校管
理者都要多一些服务意识、法
治意识，少一些管制思维，多一
些人性化服务，要以学生为中
心，要能充分尊重学生的合法
权利，也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这样也才更加符合教育者的角
色定位，才能更好承担起自身
的社会责任。

是一种教育暴力
□汪昌莲

应该说，出于品德教育和
校园安全的需要，学校出台一
些规定，去规范学生的行为，本
无可厚非。从这一点来看，学
校防止学生课间集体外出，其
初衷显然是充满善意的。但规
定太多，管得太死，对学生的成
长未必是好事。特别是，诸如

“如厕通行证”之类，限制学生
人身自由和生理需要的雷人校
规，明显越过了学校教育的边
界——肆无忌惮的教育权力，
竟然入侵到了学生的私权领
域。这对学生不是一种管教，
而是一种伤害。

其实，校规也并非包治百
病的灵丹妙药，学校岂能滥
用？特别是，各地雷人校规频
出，暴露出一些学校已经患上
了“校规依赖症”。可见，懒政
的教育思维，已深入某些施教
者的骨髓。然而，当教育权渐
渐异化为管制权，触及两处“要
害”时，也让学生“伤不起”：关
于品德教育与人身自由的边
界，关于教育权力与学生私权
的博弈。换言之，“如厕通行
证”，也是一种教育暴力，当引起
教育部门及学校警醒与反思。

表面上看，中秋国庆长假
只是休假制度的一部分，实际
上，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
系统。应对其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案，这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毕其功于
一役是不现实的想法。在资
源有限、需求猛增、结构性矛
盾突出的现实背景下，长假其
实是对整个社会的“极限测
试”。游客、市场主体和管理
部门在“应试”时的每一次磨
合协调，都是在为未来更美好
的长假体验创造更好的条件。

——环球时报：《“加强版
黄金周”如何保障游客体验》

透过一块小小的月饼，更
应当看见一种理念的升级。
不难发现，从期待口味、包装
的年轻化，到要求购买渠道的
多元化，再到如今向往回归绿
色节约、轻简健康的膳食模式，
各种消费需求正在不断叠加。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风尚，
需要商家们时刻拿出消费者思
维。吴裕泰曾以一支抹茶冰激
凌闯进网红市场，进军饮品领
域的同仁堂开启了“流行养
生”，这些历史名牌之所以能不
断“老树开新花”，也正是因为
通过仔细观察市场、积极反馈
实现了“高附加值输出”。

——北京日报：《避免月
饼浪费不妨应需而变》

@琮琤 在当前阶段，天
赋基因检测技术尚不成熟，其
实用价值有限，这意味着通过
基因检测得出的结果可能并
不准确，从而对个体的自我认
知产生误导。

@张忠德 尽管基因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天赋，
但过分强调基因的作用可能
会忽视其他重要因素。因此，
我们应理性看待天赋基因检
测这一技术，并关注其在实际
应用中的效果。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天赋基因检测

近来，天赋基因检测热度
在市场上兴起，一些商家推出
相关服务。然而，记者采访了
解到，部分检验机构涉嫌概念
炒作，扩大基因与天赋的关联
分析，也有专业人士指出，这
是打着高科技噱头的消费陷
阱。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