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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文斌

又到一年一度“质量月”，这
项始于1978年的活动，已经走过
40个年头。今年“质量月”活动
联合主办单位增至47家，涵盖党
政军群等各方面，涉及产品、服
务、工程、环境等多领域，追求卓
越、崇尚质量正成为全社会、全
民族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
近日，中国质量（上海）大会召
开，再次掀起质量发展的新高
潮。在此期间，检验检疫系统干
部职工为质量发展成就欢欣鼓
舞，为质检系统倍感自豪。

质量提升同样是检验检疫

系统的神圣职责。《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战略层面
上对检验检疫系统提出要求，指
出：“实施优进优出战略，推动外
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质量品牌
提升“十三五”规划》在操作层面
上对检验检疫系统作出要求，强
调：“创新检验检疫监管，提升外
贸质量水平。”在与质量的相关
文件中，都兼顾国内质量和外贸
质量两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对检
验检疫系统提出了要求。

在迈进“质量时代”征程中，
作为质检系统的一支重要队伍，
检验检疫人必须站在更高视角
上看待质量，全面树立质量第一
的强烈意识，深刻认识到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在于提
高质量供给，积极主动地参与质
量提升活动，找准“发力点”，牵
住“牛鼻子”，打好“组合拳”，多
出实招硬招。同时也要认识到，
质量强国战略的定位不仅是和
过去纵向比，更要和全球强国横
向比。只有中国质量达到或超
越发达国家质量，中国品牌只有

享誉世界，成为世界品牌，才能
真正算是实现了质量强国。而
眼睛向外、面向全球，正是检验
检疫部门优势所在，对标国际最
高标准、填补质量落差正是检验
检疫人职责所在。

“质量月”同样为检验检疫
系统提供了舞台。当前，全国各
地“质量月”活动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着政
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人
人关注质量的浓厚氛围，点燃了
人民群众心中的质量之火。“质
量月”是一篇大文章，只有鼓舞

全社会更多力量参与，才能做成
一篇好文章。检验检疫部门要
主动作为，该当主角的时候毫不
推辞，该当配角的时候毫不懈
怠。不可仅仅为“质量月”活动
跑龙套、打酱油，更不可沦为看
客，甚至缺席，而是要大力弘扬

“大质检文化”，凝聚最大共识、
汇聚更多力量，推动质量提升。

质量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
的光荣使命，众人划桨才能行稳
致远，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只
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
能共圆质量梦。

勿当“质量月”的看客

□ 张丽

过去，老北京人的一个经典问候语是“吃了吗，您
呐？”然后，就此问句可以发展出吃的啥，哪儿吃，进的
香不香等一大篇对谈来。如今，时代飞速发展，上述问
题基本上都可以在手机端的外卖平台上解决。同事朋
友彼此之间也没啥好问，微信直接连红包带链接一起
共享给你。

方便吗？真方便，但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最近一
篇探讨外卖行业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的文章在朋友圈中
流传，虽然题目“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有点标题
党，但问题的确是实打实存在的。文中强调，中国现在的
外卖市场很大，交易额很高。但基本上外卖都是用塑料
袋、塑料饭盒进行包装，因此也就带来了无法降解的塑料
制品对环境的污染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新鲜，甚至在限
塑令十年后，显得有点老生常谈。这篇热传的文章对于
数据采取了推算的方式：按照“饿了么”统计的2016年的
数据，推算出每周至少有4亿份外卖，然后推论“至少产
生4亿个一次性打包盒和4亿个塑料袋，以及4亿份一次
性餐具的废弃”。文中称，“每一个塑料袋的降解至少需
要470年”，每年约有800万吨的塑料倾倒入海洋，中国的
倾倒量大约占1/3。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到2025年，海洋
里每一条海鱼（按一条1千克来计算），就有330克塑料萦
绕在它生活的海域。到2050年，塑料的重量将会超过这
些海鱼自身的重量。这些塑料会带来各种化学物质的污
染，或者成为塑料微粒，积累在鱼类体内的、有致癌致畸
风险的这些污染物会沿着食物链重新回到人类体内，最
终带来各种疾病。这篇文章并没有明确披露自己使用的
数字和案例的来源，推算也略显潦草，但这样的不严谨并
不能抹杀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对危害环境这一问题的严峻
程度。

那么，外卖的环保账单谁来买单？这不是一句话可
以回答清楚或者某一方面单独努力就可以解决的。诚
然，轻飘飘地说一句，那就把外卖包装都换成可降解、可
再生的环保材料呗。说来容易做来难，不少做外卖的都
是小本经营，能赚一毛是一毛，很难只通过道德宣讲就让
他们转而使用更昂贵的环保包装材料。在这方面，只有
国家、地方政府等出面，从政策上给予引导，从具体的生
产、流通、税收等环节上予以支持，才可以加速其改变的
步伐。

另外还是要大力推广垃圾分类。比如日本对于外卖
塑料餐盒的前端处理，是由点餐人承担的。这些餐盒被
使用后，点餐人必须承担清理工作并送往指定的回收
点。在此基础上，严格的垃圾分类和回收就可以大显身
手。而目前我们粗放化的一个垃圾桶装一切，显然是不
行的。

具体到每个消费者，既然纷纷转发这篇刷屏文，那就
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来，不要把支持环保停留在“大拇指一
点”的层面。每天少吃点外卖，既能少油盐保健康，也可
以减少塑料袋等的使用；主动选择那些使用可降解环保
材料的店家，用真金白银表态。如此，几方合力，也许我
们的下一代可以少受一些环境污染的侵害。

□ 王琦

中秋节快到了，月饼渐入销售
高峰。记者发现，除实体店的传统
月饼外，朋友圈里私房个性化月饼
也卖得火热。工商部门建议，消费
者最好不要通过微商购买手工自
制月饼，如果购买，也要确认月饼
的保质期、寄送时间，以防过期。
此外，还应要求商家出具相关有效
票据，便于日后维权。

（9月14日《北京晨报》）
“互联网+”模式下，每年一度

的“月饼大战”从线下战到了线上，
朋友圈里刷屏的“私房月饼”就是
例证。虽然私房月饼屡屡被质疑
质量无保障，但是它们确实在朋友
圈卖得挺火，也是客观事实。为何

在监管真空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
的人愿意买这些质量无法保障的
私房月饼呢？

私房月饼往往以纯手工、无添
加、优质食材、更新鲜等吸引顾客，
经营者会经常发布一些食材采买、
手工制作等相关图片，让顾客在

“亲眼所见”下认证食品的安全
性。但是，阳光之下也有阴影，更
何况是无监管的微商，去年就曾曝
光过“私房月饼不私房”，流水线加
工并检出甜蜜素等新闻。有专业
人士建议监管部门应规定限制私
人制售月饼。但在互联网时代，一
味禁绝此类交易很难做到，也不符
合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宗
旨。只是没有合理的监管，势必会
让这个市场良莠不齐，黑心商家趁

乱涌入。面对私房月饼的火爆，食
药监部门不能止于提醒，与其建议
民众“慎买”，不如尽快消除这块监
管真空地带，让人放心敢买。

传统月饼也曾陷入食品安全
危机，比如曾经的“饼坚强”“古董
饼”等。2015年12月，国家质检等
多部门联合颁布了月饼新标准后，
市场上销售月饼的质量普遍得到
了提高，食品安全事件有所减少。
私房月饼也不能游离在法律之外，
应尽快督促卖家办理各种资格证
件，和实体店一样，在食材、卫生、
价格等多方面接受监管，并对虚假
宣传、违规违法等现象依法惩处。
同时，建立投诉举报机制，消费者
也要擦亮眼睛，不能随意听信卖家
的花言巧语。

对“私房月饼”不能止于提醒 外卖的环保账单
谁买单？

为进一步推进丰台区创建北京市食品安
全示范区工作，营造健康安全的食品消费环境，
9月21日，丰台区新村举办“丰台区新村街道创
建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宣传活动。新村街
道司法所、城管分队、食药所和新村辖区32个社
区的各界代表参与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刘志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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