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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大材小用看“清北硕博”下街道

集思录

外卖餐饮浪费不能成为“隐秘的角落”

微 评

画里有话

警惕“专特供名酒”背后的销售陷阱

图、文/王 铎

“官方插队费”有违公平

不能任由虚假
“医美面膜”泛滥□贾梦宇

“餐到楼下了，请您来取一下！”近年
来，“互联网+餐饮”快速发展，轻触手机屏
幕点外卖，已成为当代都市生活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外卖行业的兴起，不仅带动了
餐饮销售，也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需求。
然而，过量点餐等现象，也导致了较为突
出的网络餐饮浪费。（据《人民日报》8月23
日报道）

比如，虽然一些餐厅的外卖餐食标注
了克数重量，许多消费者还是难以据此衡
量自己的食量。“一个菜不够，两个菜太
多”，成为不少人点餐时的选择障碍。这也
就意味着，点两个菜，就很可能会造成一定
程度的浪费。再比如，大部分商家设置了
外卖起送金额，消费者为达到标准只能多
点一些；一些商家推出了满减促销活动，消
费者为了享受满减优惠而刻意凑单，结果
就是优惠享受到了，饭菜却剩了不少。

近几年，我国餐饮外卖产业的规模逐
步扩大，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底，我国 9
亿网民中外卖消费者规模约为 4.6 亿人，
同比增长 12.7%，外卖订单量和交易金额

也保持高速增长。一般情况下，外卖餐食
都是由餐厅制作好后，再由外卖小哥点对
点配送，消费者的外卖浪费情况不易被察
觉。当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已经成为
全社会的共识。网络餐饮浪费不亚于线
下，不能成为“隐秘的角落”，急需纳入节
约行动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为了杜绝“舌尖上的
浪费”，倡导厉行节约新风尚，许多外卖菜
品纷纷“瘦身”。据饿了么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上线小份菜的餐厅已超过 60万家；
来自美团的数据显示，自今年8月以来，其
小份菜销量较7月环比有了30%左右的增
长。外卖菜品的“瘦身”，对减少餐饮浪费
起到了积极作用。

制止外卖餐饮浪费，不只是商家的责
任，需要相关部门、行业组织、消费者等多
主体共同努力。一方面，相关部门、行业组
织等应完善机制、创新举措，引导消费者践
行节约健康的网络饮食文化，杜绝无谓的
网络餐饮浪费行为。另一方面，人人都应
该行动起来，牢固树立勤俭节约意识，将

“外卖虽好，也不能浪费”牢记心中，将节约
粮食、合理点餐、减少浪费进行到底。

□何勇海

近日，北京的闫女士带小学 3 年级的儿子到北京欢
乐谷游玩。排了很长时间队之后，发现旁边有人花几十
元钱就能随到随玩。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该园推出的
一项50元一次的“快速通道服务”。闫女士表示，虽然钱
不多，但“官方插队费”令人厌恶。（据《北京青年报》8月
24日报道）

额外掏钱，就可以享受更便捷的服务，看似无可厚
非，实际上暗藏不公。首先，破坏了交易公平。游乐场设
置“快速通道”，表面上提供了一项新服务——游客花更
多的钱可以不排队，但为此掏了腰包的消费者，并没有购
买到更多有效服务，而经营方却收获了更多“真金白
银”。其次，破坏了社会公平。虽然“快速通道票”没有强
买强卖，但这种差异化服务，既增加了花钱“插队”游客的
经济成本，也增加了正常排队游客的时间成本，缩短了享
受服务的时间，降低了消费体验。

此前，上海迪士尼也曾被指收取天价“插队费”，虽然
迪士尼打着官方的旗号，但本质上还是一种“黄牛”。更
值得注意的是，此举制定了一种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并把
它包装成“市场规则”推向市场。对于这样有违公平的

“市场规则”，有关部门必须加以规范。

□许君强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电商、社交平台上，“械字号面
膜”“医美面膜”销售势头强劲，成为护肤用品的“爆款”。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口中的“拯救皮肤神器”，
名不副实，涉及虚假宣传。（据《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 24
日报道）

今年1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已发文指出，不存
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市面上的“械字号面膜”实际上
是医用敷料，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有关专
家也表示，医用敷料没有除皱、美白功效。言下之意，“医
美面膜”“械字号面膜”实际是商家杜撰的概念，进行营销
的噱头，极易对消费者形成误导，不仅让消费者枉费“真
金白银”，还有可能对“脸面”造成伤害。

整治“医美面膜”乱象，爱美人士要正确认识医用敷
料功效，识别商家套路，警惕消费陷阱，不盲从不跟风，
审慎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电商平台应切实履行相应
责任，加大对入驻商家和产品的审核力度，对虚假产品
坚决拒之门外。有关部门在及时打击此类产品的同时，
还要督促企业合规合法宣传自身产品，让消费者美得更
安全。

早在2013年，国家多部门就对“利用互联网销售滥用‘特供’‘专供’等标识商
品”进行了集中清理整顿。然而，记者近期发现，多家网络平台上有卖家经营“专特
供”名酒，“一瓶2015年的专供名酒，115000元。”多名专家表示，不少所谓“专特供”
名酒仅是“打个名头”“名不副实”，有的甚至质量低劣。（据新华网8月23日报道）

天价“专特供”名酒借助网络卷土重来，凸显监管盲点，必须提高警惕并严
加整治。

□蔡晓辉

近日，一张杭州余杭区招聘公示的截
图引发网友关注。这份长长的公示名单
里，清一色是来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其
工作岗位还包括一些街道办事处。余杭
区相关部门介绍，“这张公示截图是我们
2018年面向应往届高校毕业生招的，有很
多来自其他地区的选调生，他们看中的是
杭州的发展潜力和活力，还有我们招聘时
的诚意。”（据人民网8月23日报道）

在不少人看来，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是
“天之骄子”中的“骄子”，顶着这样一张响
当当的金字招牌到基层的街道办工作，无
异于“牛鼎烹鸡”“明珠弹雀”，有点大材小
用了。更何况，他们之中不乏地球物理、
材料学、软件工程、生物学等专业的硕士
博士，到街道办从事“初级”工作，不但专

业不对口，虚掷了个人多年所学，于社会
而言，更是一种教育投入的浪费。

种种质疑，反映出不少人对基层一线
工作认识的偏颇。事实上，街道办的工作
看似普通，却并不平凡。一个“小小”的街
道办，也许身处数字经济大潮的前沿，区
内的产值可能比有些省一个设区市的都
多。2019年，余杭全区新认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444 家，阿里巴巴的总部就设在这
里。而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办科技园
社区被称为“最牛街道办”，下辖华为、大
疆、中兴等数字巨头。对于这样的街道办
来说，时时都在面临改革和创新的探索，
一些名校的毕业生充实进来，有益于提升
干部队伍年轻化和专业化水平，以不断适
应改革创新需求。

与此同时，群众的多样化诉求，数字
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也对基层治理及

其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街道办传
统意义上串门入户的工作场景早已不再，
一些更便民、更高效、更现代的基层治理
方案正在从实践中萌生。北京市“街道吹
哨、部门报到”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促进了社会治理向基层的下移；多地“智
慧社区”的加速推广和应用，提升了基层
治理的科技化和专业化水平。

更应注意到的一点是，这张名单上的
人员为“选调生”。2018 年，余杭区分两
批开展了面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硕士
以上毕业生专场招聘党政机关储备人才
工作。根据余杭区相关规定，应聘者若
符合一定条件，可择优提拔为党政机关
领导干部。基层治理工作的繁重、基层
运转的内在逻辑，只有深入到一线才会
有切身体会和深刻理解；与群众的血肉
感情，也只有在朝夕相处中才能建立起

来。有朝一日，名单中的这些“清北硕
博”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这一段街道办
的工作经历必将成为他们宝贵的人生财
富，为其扣好从政的“第一粒扣子”。从
这种长远的人才储备角度考虑，“大材小
用”并不值得纠结。

那种认为“清北硕博”到街道办工作是
“大材小用”的认识，既需要抛下传统人才
观和择业观上对名校、高学历的执念，又需
要纠正对基层工作既往理解的偏颇。事实
上，自主多元的成才观让年轻人的人生更
出彩，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下，基层也
对高素质人才
求贤若渴。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 大 材 小
用”的问题，真
的不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