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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毒”公众号祛祛毒帮扶企业的“硬核”举措多多益善

盲盒不能成为售假
“隐秘的角落”

微 评

集思录

画里有话 图/王 铎 文/苑广阔

“连自己都骗”的“摇步器”不要也罢

餐饮从业者“戴口罩”入法具有多重意义

曾几何时，积攒运动步数成了一种潮流风尚。有的人为了增加有效步数使出
浑身解数，这种需求也催生出了一种新的智能神器——“摇步器”。随便打开一家
购物网站，输入“摇步器”三个字，这种号称“一天行走二十万，成功登顶腿不断”的
神器就会跃入眼帘。（据中新网1月24日报道）

运动健身贵在坚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连自己都骗”，这种“摇步器”不要
也罢。

□张 博

日前，河北省工信厅印发《统筹疫情
防控强化工业企业精准帮扶的十条措
施》，提出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工业经济

“两手抓、两手硬”，健全“三个机制”（企业
特派员、县区联络员、包联责任人），聚焦

“三个重点”（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企
业），畅通一个平台（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平
台），强化精准服务，坚持“企业有人管、困
难有人帮”，按照分区分级、精准施策原则
推进工业企业有序生产。（据《河北日报》1
月25日报道）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复工复产关乎生
计。最近一段时间，全省上下持续用力、连
续奋战，推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如
何在巩固已取得成果的同时，有序有力有效
恢复经济运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拿出

过硬的举措帮助企业渡过眼前难关。
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

长时间停摆。我省疫情防控形势出现的积
极变化，为加快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创造了
条件。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次突如其来的
疫情，给许多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
困难。比如，有的物流受阻，有的生产销售
受限，有的员工不能完全返岗。特别是一
些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
能力相对较差，承受的经营压力很大。在
这个时候，出台精准帮扶政策，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问题，无异于雪中送炭，值得点一个
大写的“赞”。诸如此类的“硬核”帮扶举
措，应该有，必须有，多多益善。

实打实地帮扶企业，就要强化服务意
识、纾解堵点难点，增强企业抗击疫情冲
击的信心。扶一把、送一程，开展“三包四
帮六保五到位”活动，真金白银帮助企业

渡难关，税收优惠为企业减轻负担……去
年，我省各地曾针对复工复产出台许多帮
扶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取得了
良好成效。如今，各地各部门更需要想企
业所想、急企业所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出台相应政策，把“推拿理疗”的服务工作
做到位，帮助企业解决各种“栓塞”，畅通
复工复产的“经脉”。

中小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许多中小企业与群众生
活保障密切相关。拿出“硬核”举措帮扶中
小企业，能够为社会正常运转注入信心和动
力。在疫情的影响下，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
千差万别，相关部门在出台帮扶政策时必须
善于开动脑筋，坚持差异化的思路，学会“一
把钥匙开一把锁”。比如，这次省工信厅印
发的《统筹疫情防控强化工业企业精准帮扶
的十条措施》就提出，建立专精特新直通车

服务群，实现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全覆
盖。这也提醒和启发我们，解决中小企业困
难和问题，就要及时了解、真正摸清企业生
产经营恢复情况，将政策红利精准地输送过
去。

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
机。去年面对疫情考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
力，我省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就扭转了一季
度的下降局面，实现了“逆风局”的“翻盘”。
一时的困难挡不住春天的来临，也挡不住
我们对未来的期待。让更多企业恢复正常
生产，更多机器轰鸣起来，相信我们一定能
化危为机，跑
出高质量发
展的加速度，
再次给世人
一次惊艳的

“逆袭”。

□许君强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新修订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
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自2月22日起施行。《规定》重点
强调打击虚假信息、虚假流量等违法违规行为。（据《新华
每日电讯》1月24日报道）

近年来，在流量至上的商业模式下，一些公众号的生
产经营者不是在内容上精耕细作，靠优质信息产品赢得
用户关注，而是“剑走偏锋”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和法律的
底线——有的操纵利用多个平台账号，批量发布同质信
息内容，生成虚假流量数据，制造虚假舆论热点；有的编
造虚假信息，或者对官方消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公开
造谣传谣，误导公众、混淆视听。同时，一些平台为了眼
前利益，弃守自己“看门人”的责任，对此类“臭脏黑”账号
横行霸道听之任之。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能任由“毒”公众号野蛮生
长。此次国家网信办出台的《规定》，在对“毒”公众号亮
出红线的同时，针对部分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和生产
运营者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自律和他律意识淡漠、缺乏
内容审核把关机制等问题，增加了相应监管内容。期待
相关部门把《规定》贯彻好，让公众号真正成为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的渠道和载体。

□戴先任

在多个知名电商及二手平台上，服装等被装到盒子
里，搭上“盲盒”的概念进行售卖。在售卖网页上，不少卖
家宣称，所卖商品中不乏品牌服装，“买到就是赚到，绝对
不亏”。然而，不少已购网友吐槽，“质量差”“感觉是假
货”。（据中国新闻网1月23日报道）

购买的时候不能拆盒，只有拿到后才知道商品为何
物，近年来，盲盒的这种销售方式，因充满神秘感和惊喜
感而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美妆盲盒、食品盲
盒、服装盲盒等接连出现，成为市场热门商品。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盲盒只是销售的一种手段。不
管是把商品明摆着售卖，还是装到盲盒里销售，商家都必
须确保商品的质量。一些无良商家打着盲盒的幌子行销
售假货之实，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
场秩序，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盲盒不是假货的避风港，也不能成为售假的保险
箱。对盲盒这种新兴的营销方式，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
一旦发现商家违规售假要及时严惩；网络平台要对入驻
商家进行严格监督，并与相关管理部门加强合作，合力打
击商家售假行为。同时，消费者也要理性消费，谨记天上
不会掉馅饼的道理，增强识别“消费陷阱”的能力。

□贾梦宇

近日，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餐饮服务从
业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将从2月1日起
施行。这也是全国首个对餐饮服务从业
人员佩戴口罩的专项立法。《规定》明确，
从事加工制作、传菜等直接接触入口食品
工作的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在工作时应当
规范佩戴清洁的口罩。餐饮经营主体应
当接受社会公众、行业协会以及媒体舆论
监督。（据《福建日报》1月23日报道）

众所周知，餐饮服务从业人员直接接
触顾客入口的食物，部分从业人员要直接
面对食客，他们在工作中佩戴好口罩，不
仅有利于防范病毒传播、疾病传染，而且
也会保障食品安全。尤其是一年来发生
的新冠肺炎疫情，更证明了餐饮服务从业
人员佩戴口罩、做好健康监测的重要性。

现实当中，虽然在行业规范层面有对
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然
而，从实际来看，仍有不少随心所欲、随性
而为者，要么根本不戴口罩，要么佩戴不

正确、不规范，落实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一方面，尽管我国一些行业

规范中对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作出
规定，但对于应佩戴口罩的情形，往往限于

“专间内操作的从业人员”“在专用操作区内
进行现榨果蔬汁加工制作、果蔬拼盘加工
制作、备餐”“调制供消费者直接食用的调味
料”等，未覆盖整个餐饮服务行业。另一方
面，这些行业规范的约束力度不够，难以让
戴口罩成为餐饮服务行业的基本遵循。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推动餐饮服
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不能仅靠规范与倡议，
予以专项立法，用法治来保障，依法对不戴口
罩者予以处罚，就显得尤为必要。为此，福建
通过立法的形式，把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
口罩的要求加以明确规定，既是在强力规范
餐饮服务从业人员自觉戴好口罩，提升餐饮
卫生水平，也是对疫情防控的助力和贡献。

餐饮服务行业“戴口罩”入法，不应该
只是一个地方的主动作为，更需各地同频
共振，并细化相关具体规定。只有这样，才
能进一步提升餐饮服务行业卫生水平，更
好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