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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被确认根本不抗癌
国际知名科学杂志《细胞》子刊

《化学生物学》在线近期发表了中国

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王

成树团队完成的研究成果，认为根据

基因及产生模式，冬虫夏草不可能含

抗癌成分虫草素和喷司他丁。国家

食药监总局曾明确提示，长期服用冬

虫夏草有“较高风险”。 @新京报

今天起
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

11 月，一批新规将正式实

施：①高铁购票可微信支付；②

在银行买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

要录音录像；③《互联网域名管

理办法》实施，推动中文域名发

展；④摩托车头盔、电热毯将纳

入3C强制认证。 @央视新闻

非 常道

施一公：中国学生平均水平很高
基础研究却没有领先世界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未来科学论坛上，清华大

学教授施一公在谈及中国教育时说：“中国人的教

育模式比较单一，我们希望学生既不能太超前，也

不能太落后，所以我们的均值非常高，但是方差很

小。”他认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水

平很高，但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没有领先于世界，中

国的基础研究还没有领先于世界。@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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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共享快递盒”不能仅凭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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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签论价”是变相的消费欺诈
▋房清江

“太平洋电影院旁这条小街吃串串，明码标价 2 角一根

签，最后两女生竟吃了128元，640根签！”几天前，姑娘小项在

春熙路附近暑袜南街“魏记麻辣烫”的就餐经历再一次引发

网友热议。不少网友表示有类似经历，“选了签签给老板烫，

吃完一报价，就吓一跳”。（10月31日《成都商报》）
一串小小的串串，一丁点食材，被商家插满了签子，整得

像只刺猬，应当说之于制作与食用，显然超出了需要，就算不

花钱，也是资源的巨大浪费。但是，这样的现象却成了串串

餐饮的潜规则，足见其中的猫腻，与其说是卖串串，还不如说

是卖签子。

串串是市井小吃，以低价实惠著称。然而，在唯利是图的

商家眼里，低价正在变成一种噱头，通过偷换概念，变成欺诈

的勾当。明码实价的2角一串，实为2角一签，看似一回事，实

则有无限的弹性，一串食材，可以有多根签子，穿多少、怎么

穿以及怎么计算，全凭商家裁量。毫无疑问，这样的计价方

式是不透明的，毕竟，任何消费者无法点串之前一一数清，这

显然违反了商家价格公开、透明的基本准则，就行为而言已

然涉嫌变相消费欺诈。

笔者以为，一些商家将卖签子的计价归咎于房租太贵，经

营成本高成了欺诈合理借口，其逻辑很荒唐。“按签计价”低

价背后事实上是小串串行业内部价格恶性竞争的语境，形成

谁遵循诚信经营谁可能逆淘汰的困局，因为对于消费者来

说，没有比低价格竞争更有吸引力，那么，商家更多赢利的空

间只能选择暗地里的算计，这无疑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小串串“按签论价”涉嫌变相欺诈，不但需要加大个案的

调查惩处力度，更要监管针对行业市场经营秩序，进行有效

的整顿，通过引导行业自我治理，重构经营规则体系，创造诚

信透明、公开竞争的市场环境。事实上，类似于“按签论价”

之类在价格上耍伎俩的做法，在餐饮服务领域并不少见，这

也要求相关职责部门的监管不能缺位，切实维护好行业市场

的健康有序发展。

时事 乱炖 热点 冷评

“双 11”将至，海量网

购带来的是快递包装的

巨大浪费和污染。不过，

今年会有所变化，你收货

时或许会收到“共享快递

盒”包装的包裹。记者从

苏宁方面了解到，这种包装箱每循环

2000 次以上，大约可节约 1 棵 10 年树龄

的树木。今年“双 11”期间，苏宁将在 13

个城市进行投放，计划到 2018 年共计投

放20万个。（10月31日新华网）
据国家邮政局相关人士预测，2017

年“双11”期间全行业的快递处理总量预

计会超过10亿件。按照每循环2000次可

节约1棵树木来计算，若今年“双11”的快

递包裹全由这种可回收的环保箱来载

运，则可节约大约 50 万棵树木。仅一个

“双 11”就有如此大的潜力，假如全年普

及“共享快递盒”，此举在环保方面的作

用就十分了不起。

但这方面的潜力能够挖掘出多少，取

决于“共享快递盒”的普及程度有多大。

假如推广这种绿色环保模式仅凭自觉，

快递员可能为了图快捷、消费者因为担

心商品被损坏而不愿意使用，电商和快

递公司也可能顺从消费者而不强制实

施，这样一来，“共享快递盒”的作用就会

大打折扣。

快递包装与塑料袋有诸多相似之处，

限制塑料袋使用量的经验值得参考。少

用或不用塑料袋有利于环保，这个道理谁

都懂，但在提倡少用塑料袋的阶段，塑料

袋的使用量仍然呈井喷式增长，说明仅凭

自觉来限塑不靠谱。只有出台严格的限

塑令后，塑料袋的使用量才逐渐下降。汲

取限塑方面的教训，就有必要赋予“共享

快递盒”这一模式一定的约束力。比如，

规定电商和快递企业不得为消费者免费

提供纸盒包装，并对纸盒使用量较大的电

商和企业收取相应环保税，就会产生较强

的利益导向作用，“共享快递盒”才会具备

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

当然，在“共享快递盒”刚刚出现之初

就赋予强制性，也存在较大的难度，比如

当消费者不在家时，就无法现场拆开并

回收“共享快递盒”，所以，临时寄存、延

时回收等配套设施和规则也应该成为推

广“共享快递盒”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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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餐饮消毒柜成“储物柜”
▋李英锋

记者近一个月多次走访北京十余家大堂放置有消毒柜的

餐厅发现，有些餐厅的消毒柜并未真正“消毒”，而是处于关闭

状态，成了盛放餐具的“摆设”。（10月30日《北京青年报》）
俗话说，病从口入。餐馆饭店的各类餐具与消费者

的口“亲密接触”，且进入餐馆饭店吃饭的消费者数量

大，说不定一些消费者的身上就携带着传染病的病菌、病

毒，而餐馆饭店的消毒柜等设施及配套的消毒程序则是

截杀病毒的“防火墙”。如果这道“防火墙”未通电，未开

启，或者消毒不彻底，不规范，不达标，那么，“防火墙”就

开了一个大口子，病菌病毒便有机可乘，就可能在餐具上

“安营扎寨”，给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带来威胁。

餐具消毒是餐饮安全中的关键一环，不容小视。餐饮经

营者是餐具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安全法》对餐饮经营者

确保餐具安全卫生既明确了原则性要求，也明确了具体要

求，餐饮经营者必须增强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和自律意识，积

极履行餐具消毒责任，建立并严格执行餐具消毒制度，完善

餐具消毒流程，提升餐具消毒质量，确保餐具的干净卫生。

当然，消费者也应增强维权意识，加强对餐具消毒情况的监

督，如发现问题或异常，则应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反映，倒逼

餐饮经营者恪守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洗净“锅碗瓢盆”。

而监管部门必须依法打开餐馆饭店消毒柜的“监管开

关”，健全对餐具消毒的监管机制，加强巡查、培训以及对

餐饮经营者的教育督导，帮助餐饮经营者掌握餐具消毒的

技巧和标准，增强责任意识，规范消毒操作。对于消毒不

达标、触碰法律底线的餐饮经营者，则应追究责任，让经营

者付出必要的成本和代价，发挥惩戒和震慑的功能。另

外，食安监管部门还可借鉴环保部门建立的与企业的环保

设施联网、实时在线监测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的机制，探索

尝试建立餐馆饭店消毒设施的联网监测机制或视频监督

机制，从而实现对消毒设施的全天候在场监督，实现监管

的智能化，如此，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