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5日，内蒙古自治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蒙

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呼

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联合

各理事单位围绕“网络诚

信·消费无忧”主题在国际

会展中心开展了“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 大型宣

传咨询活动。（3月16日《北

方新报》）

热闹非凡的场面背

后， 暴露出的是消费者平

日维护自身权益仍有诸多

不易， 因此只能将损失和

不愉快的记忆积存起来，

等到“3·15”这一天拿出来

“凑热闹”。而且，当下的消

费维权问题， 已不再是简

单的退货换货纠纷， 新烦

恼与老问题交织一起、接

踵而至， 让人感受到不法

商家侵权仍旧肆无忌惮。

投诉维权的扎堆，反

映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在

提高，敢于挺身而出说不，

但也无法掩盖日常监管乏

力的事实。而且，许多维权

只有在“3·15”才能得到集

中体现、短时间解决，无不

说明这个节日的极端重要

性。 这其实并不是件值得

高兴的事情， 如果一切市

场行为都能走上制度化、

法治化轨道， 那消费者又

何须专门节日的保护？又

何必“赶集式”的维权呢？

身为行政管理部门，并

非不知维权难题的症结，缺

乏的是常态监管的恒心和

动真碰硬的力度。 否则，维

权者不会扎堆出现。

一言以蔽之，“3·15”

维权活动不是例行公事，

也非节日应景， 更应将

“3·15”变成“365”，每一天

都高调维权、高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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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不能只在“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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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剑锋

外卖平台

文/然玉画/王铎

去年“3·15”期间，有媒

体调查了一些外卖平台加

盟餐馆，发现多家外卖平台

上光鲜亮丽的加盟店，实际

上环境差到不堪入目。一年

过去了,如今这些外卖平台

加盟店的情况有没有改善？

近日，记者再次暗访广州网

络外卖平台现状，发现情况

仍让人担忧。脏乱差的小餐

馆只需要给中介一点小钱，

就可以顺利通过平台审核。

调查组记者用公厕和停车

场作为地址申请开店，竟然

都能通过网上审批流程。

如果说，之前外卖平台

的重重乱象，尚且可以归咎

于“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试

错”， 那么如今这一已近成

熟的行业依旧混乱如故，就

不得不多加深思了。特别是

在2016年《网络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查处办法》 施行之

后，针对网络外卖，事实上

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立

法规范。在此背景下，各家

外卖平台自身的主观过失

与管理不善，无疑应当承担

起更多责任。

毋庸讳言，某些网络订

餐平台，至今仍不能对其内

部庞杂而粗糙的职能板块

施加精细化的管理。 于是，

我们看到所谓线上资质审

核人员故意放水，看到了所

谓实地审核业务员“收个红

包”就睁只眼闭只眼……凡

此种种，其实都不是网络订

餐行业的独有现象。 可是，

随着网络外卖越发嵌入现

代社会，随着这类企业慢慢

壮大成熟，网络订餐平台无

疑有义务将重心从原先的

跑马圈地抢市场，更多转移

到优化内部管理架构、建构

企业商业伦理上来。 也只

有这样， 其才能真正从丑

闻漩涡中抽身出来。

3月14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了解到，从即日起到11月30日，该管理局在全市辖区范

围内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抽检食品种类及

品种涵盖29大类50个食品细类， 消费者可自己决定抽

检食品。（3月15日《北方新报》）

“你点我检”值得推广

文/刘根生

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长期以来都

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舌

尖上的安全，近年来，各地食药部门都在市场监管层面下

了不少力气，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与百姓的期待还有

一段距离，食品安全方面的违法行为仍然时有发生。正是

针对这种形势，呼和浩特市食药部门推出了“你点我检”

活动，这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一次制度创新。

客观地看，通过“你点我检”活动，主管部门可以有效

掌握消费者关心的食品安全热点问题， 及时调整工作方

向，主动应对市场变化，有利于提高市场监管工作的针对

性。而且，“你点我检”借助了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以大数

据的采集处理为基础，会让食品安全市场监管更加精准。

所以，“你点我检”活动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当然，“你点我检”还有些局限性，消费者所“点”的

内容， 目前还不能突破主管部门在网站上公布的食品

种类和场所清单所规定的大范围。因此，“你点我检”活

动还需要在推广中不断完善， 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消

费者，保障食品安全。

还需重罚以儆效尤

文/林何

发动广大消费者开展“你点我检”活动，是呼和浩

特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消除食品不安全风险的一项

有力举措。避免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可能出现的风险，管

理部门这样的做法值得称赞。

市场上出现假冒伪劣食品， 是一些不法厂家与商

家唯利是图的结果。对此，人们深恶痛绝。然而，怎样去

辨别假冒伪劣食品，普通消费者恐怕不具备这个能力，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许多人都可能买回去不放心食品，

这就给有关部门提出一个迫切的问题， 必须让更多的

人了解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可以肯定地说，广泛发动

消费者开展食品安全监督工作，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但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相关知识， 也是防范食品安全风

险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在发现和抽检的环节开展“你点我检”工作，对于

保障食品安全，无疑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面对食品造

假行为，这样的“吓阻”效果恐怕也很有限。对于食品造

假行为，在“你点我检”之后，还要对造假者予以重罚，

让其无能力再去造假。这样“打击一个”再“吓退十个”，

方可取得更好的效果。

就业援助不能松劲

文/田华全

3月15日， 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消

息： 今年1月上旬至2月中

旬，我区按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关于开展2017年就业援

助月专项活动的通知》要

求，认真开展了以“就业帮

扶，真情相助”为主题的就

业援助月活动。（3月16日

《北方新报》）

我区开展就业援助月

活动，已帮助6416名困难人

员就业，成绩可喜。尽管当头

炮打响，形势大好，但是，帮

助困难人员就业不能松劲。

开展就业援助，解决困

难人员就业问题，是落实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

要举措。一方面要瞄准帮扶

对象，落实帮扶政策，确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一

人拖后腿。另一方面，对于

就业困难人员要实行“一对

一”“面对面” 就业帮扶，有

效提升对就业困难人员的

帮扶效果。

解决困难人员就业是

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相关

部门需要联合作战，密切配

合，通力合作，把就业援助

工作坚持下去。情系困难群

体，奉献诚挚爱心，也是每一

个公民的义务，社会各界人

士，专家学者，各类媒体都应

当伸出扶贫帮困之手，尽己

所能，为实现就业，消除贫

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大学生应补好金融课

文/吴云青

据媒体报道，在监管重

压下，校园贷业务平台数量

急速下降。截至2月底，全国

有74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开

展校园贷业务，比2015年少

34家，且其中53家开始涉足

白领等市场。

校园贷平台缩水，似乎

意味着大学生身陷网贷漩

涡的概率要小一些了，但笔

者回想此前各家媒体包括

本报的相关报道，仍觉得一

口气不能就此放松。因为那

些报道所暴露出的问题，显

然不是严管网贷平台所能

解决的。诸多案例中，不懂

法律、三观不正的大学生数

量令人惊讶。

应该说，网贷平台的缺

陷能通过法治手段解决，高

校管理亦可查漏补缺，大学

生的“免疫力”却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就算

网贷平台规范了、高校管理

到位了，大学生也不能一辈

子待在校园里，总有一天要

走上社会。面对形形色色的

新诱惑，如果连恶性校园贷

的那些粗浅招数都破解不

了，以后可咋整？

金融知识匮乏、法制观

念淡薄、 价值观念偏差，究

其根源，这个“锅”不该全由

高校来背，但作为大学生身

份转向社会人的缓冲区，这

些问题的后果开始在高校

集中显现。高校如果能在日

常教学活动中在这方面多

留意，多下功夫进行引导，应

是能够起到一些防范作用

的。但说真的，具备一定的金

融和法律常识、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这些本不该是进入

大学之后才应补课的内容,

在中学之时就应该重视这方

面的教育，把金融课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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