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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食品浪费套上法治“紧箍” 不能让“短信营销”
无休止扰民

网络招聘更需防止
“隐形歧视”

“500听=500毫升”的中奖解释何止不诚信

“汉语盘点2020”讲述逆风破浪的中国故事

社 会

□许君强

时下，伴随着五花八门的购物节一同到来的，还有各
种各样的促销短信。因数量多、时间集中，这种“短信轰
炸”让人不堪其扰。（据《新京报》12月22日报道）

促销短信也是一种广告形式，应用得当的话，可以给
消费者带来一定的便利服务，使其及时获知促销优惠方
案，以选择购买合适的商品。但无视用户实际需求和切
身感受，用短信进行“狂轰滥炸”，就称不上给用户提供

“贴心服务”，而成了简单粗暴的“恶意营销”，给用户带来
诸多不便。

当前，多部法律法规针对信息骚扰明确了规则，如
“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
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
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未经用
户同意，不得发送短信。”很多还规定了相应的罚则，为惩
治恶意短信营销提供了法治保障。

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的同时，有关方面还应主动
作为，健全监管机制，加大监管力度，有效拦截“恶意营销
短信”于消费者手机之外，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张 涛

人社部日前发布《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
年3月1日起施行。《规定》指出，用人单位向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提供的网络招聘信息，不得含有民族、种族、性别、
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性内容。（据中国新闻网 12月 23
日报道）

近年来，一些用人单位越来越倾向于施加“隐形歧
视”。比如，在招聘信息中不设置有关性别歧视的条款，但在
实际操作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男性职工。去年2月，
人社部等九部门曾专门就此发布通知，明令禁止用人单位
在招用人员过程中，差别化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然而，
由于缺少具体罚则，“隐形歧视”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与“面对面”的线下招聘相比，“屏对屏”的线上招聘，给
了用人单位实施“隐形歧视”的更大空间。人社部发布的《规
定》，针对实际问题及时出手，重申了就业的不歧视原则，且
把这一原则延伸到互联网领域，为惩治网络招聘中的就业
歧视提供了法治保障。将有关精神落到实处，有效制止各种
各样的“隐形歧视”，需要有关方面细化监管举措。同时，劳
动者也要增强法治意识，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

□贾梦宇 周丹平

点了一桌菜，剩下一大半，食客们请
注意，今后下馆子点餐不要太任性！12月
22日，反食品浪费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草案
明确，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
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
用，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主动对消费者进
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提供小份餐等
选择，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据新华社12月22日报道）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勤俭节

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一个时期以来
我国餐饮浪费问题一直存在、并且时常反
复。有数据显示，每年仅城市餐饮浪费就
超过 340 亿斤，这还不包括居民家庭饮食
中的食物浪费。除了消费环节的浪费，我

国粮食损失浪费还存在于生产、储存、加
工等环节，每年损失量达700亿斤以上。

为了到达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艰
辛。餐桌上的浪费，损害公共利益，影响
社会文明，助长铺张浪费、相互攀比的奢
靡之风，更关乎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对一个国家来说，粮食安全是最基础的安
全。我国去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66384万
吨，比2018年增加594万吨，但粮食安全隐
忧仍在。我国十几亿人的粮食问题，始终
是一刻都不能忽视、不能放松的大事，来
之不易的食品实在是容不得丝毫浪费。

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以倡导、自律向
餐饮浪费说“不”，即使有一些收取剩餐
费、禁设最低消费、按需点餐、光盘奖励、
剩菜打包、半份菜、小份菜等减少食品浪
费的规范性要求，往往也是停留在“软约
束”层面，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餐饮浪

费现象难以绝迹。
遏制食品浪费乱象，立法是有力武

器。反食品浪费立法，意味着节约粮食、反
对浪费不再只是呼吁和号召，而是将近年
来我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上升
为法律规定，体现了对粮食的深层次节约
和保护，发出了遏制食品浪费的“最强
音”。

值得一提的是，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共
32 条，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
作出了相应规定，明确了各相关主体的责
任，有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发挥法律的引
领和规范作用，给食品浪费套上法治“紧
箍”。比如，通过立法要求餐饮服务提供
者不准诱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通过倒逼消
费者节约意识的形成，有助于从源头遏制
餐饮浪费。再比如，针对一些直播平台

“大胃王”吃播浪费严重，规定制作暴饮暴

食等音视频或被追责，有利于遏制宣扬浪
费与暴食的恶劣风气，既可助推反餐饮浪
费法治化，还可以大力弘扬传统美德、促
进社会道德水平的全面提升。

文明的养成，需要道德的约束，还需
要法治的护航。反食品浪费立法，以法治
的方式为社会树立起了明确的文明标
尺。当然，厉行节约，治理“舌尖上的浪
费”是一场“持久战”。只有各地相关部门
严格执行，才能以良法善治之功，收移风
易俗之效，让勤俭节约之风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真正融入我们的生活，使食品浪费
乱 象 得 到
更 严 格 的
约束，使粮
食 安 全 得
到 更 有 力
的保障。

□范子军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与商
务印书馆、人民网等联合主办的“汉语盘
点 2020”揭晓仪式近日在北京举行。最
终，“民”“脱贫攻坚”“疫”“新冠疫情”分别
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国际
词。（据12月21日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
与世界。”“汉语盘点 2020”既是一次年度
大事的深情回望，更是逆风破浪故事的精
彩回放。抗疫、复工复产、健康码、带货、双
循环……无论是年度汉语四大字词，还是
十大新词语、十大网络用语、十大流行语，
都从不同视角生动描述了这一特殊年份
的“中国表情”，讲述着“逆风破浪”的大国
传奇。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难忘抗疫
战士勇毅逆行的身影，他们将个人的安危
置之度外，不计生死、冲锋在前，践行着“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奋战在一线的
袁雅冬、承德雪落满身的“硬核坚守大爷”、
零下 28摄氏度的天气里一丝不苟执勤的

“网红民警”于维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战场上，无数“凡人英雄”构筑起战胜
疫情的铜墙铁壁。决战脱贫攻坚的战场上、
推动有序复工复产的火热现场中，无数党
员干部迎“疫”而进，保物资、畅运输，打通

“最后一公里”、帮助企业解难题，以汗水、
勇气与担当推动着复工复产的“加速度”。

回望即将过去的2020，“医无私、警无
畏、民齐心，能者竭力、万民同心”筑牢了
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只要有信心，黄土
变成金”，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
完成；从重启到复苏、从走出阴霾到重拾
活力，中国经济走出一条先抑后扬的“微
笑曲线”，都堪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
容易却艰辛”。

一个个年度流行语、年度新词语，串
连起人们在一年中共同经历的点点滴
滴。这些入选的年度词汇，浓缩了奋勇

“逆风破浪”的中国故事，展现了中国智
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也储存着我们
共同的年度记忆，启迪、鼓舞、激励我们不
惧任何风险挑战，在新征程上砥砺奋进、
勇往直前。

近日，河南南阳一位消费者上传了一段购买崂山啤酒中奖的视频，视频内容
显示啤酒揭盖上有“叁圆换购青岛原酿500听，兑奖截止日2021年6月30日”字
样，但崂山啤酒的工作人员答复称，揭盖上“听”是毫升的意思，仅指容量而非数
量，引发网友热议。12月21日，@崂山啤酒在其官方微博再次回应：我们依然无
比感谢消费者善意的建议和提醒，将奖励这位消费者500听易拉罐产品。（据澎湃
新闻网12月22日报道）

“500听=500毫升”——如此解释，不仅有愚弄消费者之嫌，更是对企业自身
形象的不负责任。要知道，企业失去的声誉，可不是500听啤酒能换回的。

11月11日中午，高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副局长牛志伟接到任丘市火车站派出所民警
电话：失信被执行人曾某在火车站出站时，被
派出所民警发现并当场控制。顾不得吃午
饭，牛志伟与 3 名干警立刻赶往任丘办理了
交接手续，将曾某带回法院。

曾某的“落网”，归功于法院与公安机关
建立的协助查找被执行人联动工作机制。被
执行人躲猫猫，人难找，一直是法院执行工作
的痛点。“执行干警有限，案件量大，很难通过

法院一个部门解决‘老赖’问题。”省法院执行
局副局长李振洪说，借力公安系统协助查找、
控制失信被执行人，只是我省失信联合惩戒
工作的一项举措。为实现失信被执行人“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省法院创新工作机制，将
全国失信被执行人数据推送给省政务服务
办，联合环保、教育、民政等 33 家省直部门，
实施联合惩戒。

“联合惩戒将有效促进失信被执行人不
敢逃债、不能逃债、不愿逃债局面的形成。”李

振洪说，目前我省已建立“党委领导、政法委
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
合、社会各界参与”的执行工作大格局，在全
国率先实现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共享和联合惩
戒省市县三级全覆盖，推动建立信用惩戒的
长效机制，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信
社会。

据悉，今年以来，我省法院共发布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126814 人次，其中 18797 人次迫
于失信惩戒压力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让失信被执行人在出行、购房、投资、招
投标等多个方面体验到了“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

智慧执行，让“老赖”无所遁形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通讯员茅海波）依托馆藏红色档
案，寻找英烈后人、传播英雄精
神。今年年初，省档案馆发起

“荣归故里——将英烈精神在山
水间传递”公益活动，向社会公
布了 50 份烈士牺牲证明档案信
息。经过历时半年多的细致寻
找，目前共寻找确认了14位烈士
后人信息。加之第一批寻找确
认到后人的22位英烈，目前该活
动已助36位英烈找到后人。

在今年已寻找确认到后人
的 14 位烈士中，承德籍最多，有
11 人，其余为邢台籍 2 人，秦皇
岛籍1人。

据了解，2020年“荣归故里”
活动已经是第二次举办。2019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向为新中国牺牲的革命英烈致

敬，6月 18日，由省档案馆发起、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单位参与
的“荣归故里——将英烈精神在
山水间传递”公益活动在石家庄
启动。该活动从省档案馆馆藏
烈士牺牲证明档案中，首批选取
了66份信息较为完整、一直未送
达的烈士档案，通过各参与单位
与社会大众的支持，最终寻找确
认到22位英烈的后人，并将档案
信息送到烈士后人手里。

“‘荣归故里’公益活动依托
省档案馆珍贵的馆藏，是把‘死
档案’变成‘活信息’，用档案讲
好河北故事的一次精彩创新。”
省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们仍将沿着英烈的足
迹，发扬他们留下的英雄精神，
大力传播爱国主义情感，书写更
多、更好的河北好故事。”

我省依托馆藏档案寻找英烈后人

助36位英烈“荣归故里”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日前，省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联
合制定出台了《河北省托育机构
登记和备案实施细则（试行）》，
对托育机构的注册登记和备案
管理进行规范。据悉，该细则适
用于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
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服
务的托育机构。

根据该细则，举办营利性质
的托育机构的，应结合当地实
际，向县级具有注册登记职能的
行政审批局或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册登记。举办社会服务机
构性质的托育机构的，向县级行
政审批局申请注册登记，民政部
门依职权负责辖区内注册登记
后的监督管理。举办事业单位性
质的托育机构的，经其上级主管
单位和机构编制部门批准同意
后，根据当地实际，向机构编制
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审批
登记。机构编制部门依职权负责
辖区内注册登记的监督管理。

托育机构申请登记时，应当

在业务范围（或经营范围）中明
确托育服务内容，托育机构申请
登记的名称中可包含“托育”字
样。本细则实施前已完成登记
并从事托育服务的机构，根据当
地实际，向县（市、区）级行政审
批局或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更
改业务范围（或经营范围），增加
托育服务内容。

上述托育机构经登记后，应
及时向机构所在地的县级卫生
健康部门备案。县级行政审批
局或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及时在
登记业务范围（或登记经营范
围）目录中增加托育服务内容。

已登记托育机构备案时，登
录“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在
线填写托育机构备案书、备案承
诺书，并提交营业执照或其他法
人登记证书，托育机构场地证
明，托育机构工作人员专业资格
证明及健康合格证明，评价为

“合格”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
告》，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材料等。

我省规范托育机构的注册登记和备案管理

举办托育机构应
及时向卫健部门备案

□河北日报记者
崔丛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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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什么时候能把钱要回来？”申请人
刘某某在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大厅询问法
官杜新民。

“我们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你平时用不
用微信？”正准备出门办案的杜新民连忙向申
请人刘某某解释：“你扫一下这个‘阳光执行’
小程序二维码，输入身份证号登录，你的案件
信息都在里边，如果发现被执行人的线索和
钱财线索，可以随时通过这个向我们反映。
这样，你就不用总跑来问进度了。”

被执行人和财产线索难寻、执行法官有
没有给办事……在案件执行中，申请人急于兑
现胜诉权利，频繁地找执行法官询问问题，不

仅奔波劳累，更增加了执行法官的沟通成本。
为畅通群众与法官沟通渠道，拓宽执行线

索获悉渠道，省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打造移动执
行平台，依托互联网智慧执行提升执行能力。

据悉，该平台包含三个系统，一是执行干
警使用的“智慧执行 APP”，二是指挥中心进
行指挥调度的“GIS 可视化实战管理系统”，
三是执行申请人使用的“阳光执行”小程序。

“小程序中有‘留言法官’‘线索提交’等
服务，申请人可以跟法官沟通案件情况，也能
实时给法官提供执行线索，推动案件尽快执
行。”省法院执行局综合管理处副处长高亢介
绍，申请人还可查询执行节点，随时了解案件

进度、执行过程等情况。
同时，法官通过智慧执行 APP接收到线

索后会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核查、执行。而指
挥中心则实时监测针对当事人发的留言、线
索，法院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如逾期本级
法院指挥中心或上级法院指挥中心就会催
办，减少消极执行情况。

刘某某找到被执行人的电话后，第一时
间通过“阳光执行小程序”告知法官，法官通
过智慧执行APP，及时进行核查和执行，不久
刘某某拿回了执行款。

据悉，省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移动执行平
台自 1 月 14 日开通以来，注册账户 5183 个，
上线 138 万余人次，留痕案件数 10520 件，取
证留痕总数43639个，有效提升了执行效率，
节省了法院与申请人的沟通成本。

7 月 13 日，一笔 88 万元执行款
转入石家庄市高新区法院账户。这
笔执行款项能够到位，离不开该院

“网络查控”的助推。
原来，我省某医药公司（申请执

行人）与泰州某公司有合同纠纷。
疫情发生后，申请执行人急需资金
投入防疫物资生产，被执行人则一
直声称去过疫区尚处隔离期，拒不
到庭配合执行。

高新区法院执行局助理法官连
佳程说，当时被执行人均在外省，为
了保障申请执行人防疫物资生产，
该院依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运
用网络查控系统，对五名被执行人
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

连佳程解释，通过“总对总查控
系统”，一键划拨五名被执行人共40

余笔银行存款、微信零钱、支付宝账
户，并监控账户进账情况。同时，利
用“点对点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
人名下其他财产，结合联合惩戒，限
制消费、限制出入境等强制措施，推
动执行案件的有效执结。

“你判我还钱，我也没钱还。”几
乎是“老赖”共同的台词。查清被执
行人财产成为破解执行难的重要
一环。

针对传统查控费人费力的现
实，全省法院借力信息化建设，大力
推行网络查控，构建财产查控全方
位网络信息体系，让被执行人的财
产查控更快更全。

“以往的传统查控跑断腿，如今
的网络查控只需点点鼠标就能展
开。尤其是今年在省住建厅、省国土

资源厅的大力配合下，省法院已建
成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统一使用的、
可以在全省范围内查询被执行人名
下不动产登记信息和住房公积金信
息的点对点查控系统。”省法院执行
局综合处四级高级法官崔宪伟说，
通过两套网络查控系统，执行人员
可以快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
存款、不动产、住房公积金、股权等
财产信息，并第一时间进行冻结、查
扣。线上线下结合，也让财产查控变
得更严更实。

据介绍，目前，我省法院与银行、
国土、公安、证监等部门完成“总对
总”对接，将被执行人存款、不动产、
车辆、证券等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
尽”，发出律师调查令 5387 份，发布
执行悬赏公告263份，请求公安机关
配合查人找物 2631 次，案款到账
106.32 亿元，极大提升了执行效率，
实现了执行查控方式的根本变革。

联合惩戒 让失信被执行人处处受限

微信小程序 在线获悉执行线索

网络查控 财产处置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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