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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讲坛

以强监管守护健康年货
□ 静子

“六大核桃、小白兔、奥利傲、康帅
博”……临近年关，山寨食品又开始疯狂
了，它们迅速“占领”小城镇、农村的超
市、小卖部，披着高仿外衣混淆消费者视
听。

年底山寨食品“大爆发”，有其成
因。从时间上看，年底是家家户户采办
年货、走亲访友的好日子，牛奶、糖果、零
食等构成了采购清单必备项，为不法商
家提供了“商机”。从地域来看，城乡接
合部、农村等是山寨年货集中地，这些地
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监管相对薄弱，也
给一些山寨货横行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一开始，山寨食品便带有“原
罪”。脏乱差的小作坊是其生产环境，
不合规定的各种食品添加剂是其成长
佐料，以假乱真的外部包装是它的“保
护色”——凡此种种，都已经挑战到了
相关法律底线，以商标法为例，国家依
法保护商标专用权。山寨食品之所以
能掩人耳目，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傍
名牌”，通过使用与知名品牌相同或相
似的包装、名称、广告词等，借助“品

牌效应”走出去。对这一违法行为，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处；涉嫌
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食品问题关乎“舌尖上的安全”，把
农村作为解决山寨食品问题的重点地

区，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这既是满足
民众对安全食品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更好激发农村消费潜力的必要之
举。过去几年，有关部门曾多次开展农
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打击山寨食
品等各种假冒伪劣产品，释放了监管部

门一以贯之的鲜明态度。
农村消费潜力巨大，这是不争的事

实。用质优价廉的安全食品填充农村
市场，是提振农民消费信心的关键。近
日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到“优化农村消费
环境，依法打击各种违法行为”，建立健
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对山寨食品及
时亮剑，才是守护健康年货的“正确姿
态”。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要想彻底解决山寨食品问题，就必
须把治理重点放在食品生产这一源头
上，加强源头监管，依法打击生产假冒
伪劣产品的行为。按照刑法规定，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最高可判处十五年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一定数额
的罚金。法律的重拳出击，势必会对一
些不法商家产生威慑作用。

消费者是山寨食品的直接受害者，
这就要求大家提高辨别真伪的能力，在
购物时一定要认清产品名称、生产厂家
等重要信息，遇到假冒伪劣产品时要保
留证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春节的脚步正在临近，消费者的
健康年货梦不应再是奢望。

□ 杨玉龙

扫码点餐带来了便利，
也带来了骚扰。据有的消
费者反映，每去一家餐厅，
就要扫码关注公众号才能
点餐；因为很多店经常去
吃，还不能取消关注，不然
点不了餐；但是推送的信息
太多了，经常淹没了重要的
信息。事实上，“被迫”关注
了太多餐饮商家公众号的
消费者绝不在少数，而这，
显然会给他们带来骚扰乃
至权益侵害。

其实，扫码点餐不是问
题，“没得选”才是。这其中
的道理并不难理解。有商
家就表示，只能扫码点单，
也就是必须关注公众号才
能进行点餐。很显然，这就
是在剥夺消费者的消费选
择权。而商家的目的，无外
乎是为了以后推送广告方
便，也就是为了一己私利，
并没有顾及到给消费者带

来的不便与骚扰。
而更令消费者担忧的

是，扫码点餐给用户隐私带
来的侵扰。比如，很多商家
扫码后必须要消费者“同意
获取个人信息”“同意获取
用户位置信息”“同意第三
方获取信息”，或者要求消
费者必须先注册会员，通常
要获取消费者姓名、出生年
月、位置等信息才能点单。
而这些信息一旦泄露，无疑
会给消费者带来权益侵害。

扫码点餐不能侵害消
费者权益。商家应该尊重
消费者的权益。最基本来
看，即便推出扫码点餐，也
不能忽视消费者对此拒绝
的权利；即便扫码点餐便
捷，也应该考虑到给老年人
等特殊人群带来的不便，纸
质菜单任有存在的必要。
当然，更重要的是，商家应
该担负起保护消费者个人
信息的责任，谨防数据泄露
侵害消费者权益。

此外，笔者以为，针对
市场中存在的这些现象，市
场监管部门理当重视起来，
毕竟，扫码点餐让消费者没
得选，终归于情于法难容，
对此就需要加强规制，既规
范商家的经营行为，更有必
要督促商家保护好消费者
的个人信息。也正如南京
市消协表示，像付款方式，
可以手机支付，也要有方便
老年人的现金支付，不能说
只有一种，没有其他的。

消费者有拒绝扫码点
餐的权利。消费者也应该
明晰自己的合法权利。对
于商家的无理要求，完全可
以杜绝并依法维权。当然，
更重要的是，应注重个人信
息的保护。比如，面对涉关
自己个人隐私信息条款时
应谨慎选择同意，当自身个
人隐私信息被不法侵害时，
更须依法及时维权，而这也
有助于倒逼商家正视自身
经营行为，少些非分之念。

“扫码点餐”
不能侵害消费者权益

“扫码—关注商家公众号—同意获取用户位置信息—点餐”似

乎已经成了餐厅吃饭的四步骤，看似简化了点餐程序，实际为消费

者带来了众多困扰和担忧。商家通过点餐获取用户信息后意欲何

为？老年人不会扫码点餐该如何吃饭？对此，南京市消协回应，消

费者可以拒绝扫码点餐，餐厅要方便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

□ 马占峰

2020年初，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明确一系列限塑“时间
表”。禁塑并非禁止整个塑料
工业，而是通过可降解材料对
部分不可降解材料进行替代

和改善。以玉米、秸秆加工制
成的聚乳酸材料为代表，具备
可降解功能的生物基材料快
速走入大众视野。目前生物
基材料产业标准化、产业化推
进很快，近期全国多地发布了
限塑具体期限和产品目录，为
生物基材料产品的发展创造
了市场空间。

禁塑并非限制塑料工业

□袁文良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出门
戴上口罩成了人们防疫的重
要措施。近日，部分地区出现
多点零星散发病例，个别地区
突发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任
务依然艰巨繁重。此时更要
坚持出门戴口罩，阻断疫情传
播，防止疫情反弹，确保生命
安全。

不过，有些地方部门在
检查中发现，不少人把“戴口
罩”变成了“带口罩”。在一
些旅游景点或商超市场，有
人把口罩装在了衣兜里，遇
有检查时才掏出来戴上；有
人乘坐城市交通工具，不是
主动地戴口罩，而是当司乘
人员询问时才不情愿地掏出

口罩来戴上；也有些人的口
罩不是捂住口鼻，而是戴到
下巴上，或挂在耳朵上；在一
些公共场所，有个别人的口
罩不是戴在脸上，而是挂在
手腕上。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
径之一是飞沫传播，戴口罩不
仅可以降低飞沫量，也可以防
止自己无意中接触或吸入他
人的飞沫，从而有效地遏制病
毒的感染、传播与扩散。“带口
罩”的形同虚设，压根起不到
任何防范作用。

一旦我们放松警惕，疫情
就有可能卷土重来，让此前的
防控成果毁于一旦，让广大群
众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无论
是谁，都应该继续绷紧疫情防
控之弦，保持正确的佩戴口罩
习惯，绝不能把“戴口罩”变成
“带口罩”。

“戴口罩”莫成“带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