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外卖小哥套上
交通安全“紧箍咒”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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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中国经济无惧风雨，答案就在这里

①近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4亿多中等收

入群体的强大购买力，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

的巨大消费力量；②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形

势，中国企业加快了市场多元化的脚步；③信

息消费增长空间巨大，5G、新能源汽车等消费

热点迎来发展新机遇；④潜力巨大的国内市

场、越来越大的朋友圈，都为中国经济打开新

的生长空间。 @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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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德斌

吃粽就能“高中”？当心适得其反

时事乱炖

又是一年高考时，巧的

是今年的高考与端午配上

了对！备考大军中流传着

“高考吃粽，一定高中”的助

考“宝典”。但是，南京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脾胃病科主

任孙刚提醒，粽子如果吃错

了反而影响脾胃等健康，影

响正常发挥。（6月 5日《扬

子晚报》）

“ 高 考 吃 粽 ，一 定 高

中”乃是谐音，由于高考与

端午节碰到一块，将二者

联系在一起，就得出了这

么个好意头。

可正如专家所言，吃粽

子有很多忌讳，食用不宜过多，也不宜

吃凉粽，比如肉粽和猪油粽所含脂肪

多，属油腻食品，高血压、高血脂、冠心

病者不宜多吃，消化系统疾病患者也

要少吃。至于含糖量比较高的红枣

粽、豆沙粽等，糖尿病患者最好敬而远

之。显然，粽子不能随便吃，不适宜所

有人群，而在高考期间，考生更要注意

饮食问题，以免吃坏了肚子，影响考试

发挥，那就因小失大了。

因此，基于考生的身体健康考

虑，家长最好不要盲目跟风，将期望

都 寄 托 在 粽 子 上 ，明 显 是 不 靠 谱

的。事实上，在高考期间，不应随意

更改孩子的饮食，不要让孩子暴饮

暴食，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致病，也

不要吃些过敏、过凉等食物，以免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耽误孩子的学习

和考试。

而且，“高考吃粽，一定高中”的说

法，只是今年才流行起来，刚好碰到端

午节罢了，说明没有啥依据，纯粹是一

种心理安慰。类似这样的迷信说法，

大都是牵强附会，利用民众的盲听盲

信心理，将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传

言，糅杂在一起，诸如吃状元糕、穿紫

色内裤（寓意指定赢）等。弄得高考犹

如充满闹剧元素的百态众生相，令人

还真是啼笑皆非。

在高考期间，家长和考生最需要

做的就是保持冷静、理性，用平和的心

态去对待高考，不宜太过亢奋，按照平

时的规律作息，保障考生的正常睡眠

时间，养足精神面对高考，得失心不要

太重，一门一门按照顺序考就是了。

其实，高考最终拼的还是实力，平时要

养成自律性，认真学习、复习，不骄不

躁面对一切。

胃不“吉利”王恒/漫画

禁用一次性物品
考验监管的智慧与韧性

热点冷评

□张西流

微声音

爱化浓妆的人爱招蚊子

8 类人最受蚊子“青睐”：1.新陈代谢快的

人，如孕妇、小孩、运动员等。2.呼吸频率快的

人。3.出汗多的人。4.较胖的人。5.爱化浓妆

的人，化妆品散发的香味会吸引蚊子。6.爱喝

酒吃肉的人，他们排出较多的胺，气味重。7.夏

天出门穿深色衣服的人，按蚊、库蚊喜欢夜间

活动，看到黑衣服，会习惯性地被吸引。8.不爱

洗澡的人，身上细菌多，气味大。@生命时报

近日，一

则“外卖骑手

交 通 违 法 一

次 将 被 停 工

一天”的消息

引 发 网 络 热

议 。 记 者 了

解到，此为江

苏扬州交警对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

实施的“紧箍咒”之一。配合扬州交警

实施新规的一家外卖平台表示，对该

新规的出台表示积极支持。（6月5日

《北京青年报》）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

外卖小哥为了争抢时间多送餐，不但

骑车速度极快，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把

交通文明和交通法规放在眼里。交警

部门的统计显示，在外卖小哥造成的

多起交通事故中，主要体现为闯红灯、

越线停车、走机动车道、超速行驶等交

通违法行为。今年 4 月，扬州市区江

都北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外卖

骑手在骑电动车送餐期间，一边查看

手机一边骑电动车，因注意力不集中，

将一位正在散步的老人撞倒，之后，老

人在送医后不幸身亡。而这样的案

例，在全国各地也时有发生。为此，已

经有网友把外卖小哥的称呼从原来的

“城市流动的风景”改成了“城市移动

的祸端”。

显然不能任由这样的状态持续下

去，否则既危害公共安全和利益，同时

也不利于外卖行业的长远和健康发

展。所以对于扬州市交警部门给外卖

小哥戴上交通安全“紧箍咒”的做法，

笔者以为是值得肯定的，不管是对于

他们本身，还是对于公众、对于整个行

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引

导和规范外卖小哥遵守交通文明，避

免交通违法，仅有交警部门的积极作

为还不够，而是需要外卖平台和消费

者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外卖小哥之

所以不惜冒着交通违法的风险送餐，

除了想多送餐、多赚钱之外，外卖平台

的过于苛刻甚至是不合理的考核举

措，以及部分消费者动辄投诉、给差评

的做法，也是迫使他们变成“极速外

卖”的原因。所以说，外卖平台完善对

外卖小哥的考核管理机制，不做外卖

小哥背后的“催命鬼”，消费者也对外

卖小哥多些理解与体谅，不要动辄投

诉，也是减少外卖小哥交通违法、遵守

交通文明的有效举措。

“可以借鉴上海等城市立法思路，要求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禁止使用一次性物品。”在日前

举行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上，副市长张家明表示。近日，就一次性物品

使用问题，记者分多路探访北京部分党政机

关，未发现使用一次性纸杯、筷子等，但部分单

位表示，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在接待来访人员

时仍会使用一次性纸杯。（6月5日《新京报》）

禁用一次性物品，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来说，减少了行政支出成本，其理应抱支持

态度。然而，从深层面来分析，禁用一次性物

品，势必会对公务接待活动造成不便，从而影

响了单位的对外形象。这显然不是公共管理

和服务想看到的结果。无奈之下，为了方便公

务接待活动，不排除有的单位暗中抵制“禁

令”，违规使用一次性物品。

这无疑又给监管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可

以预料，“禁令”出台之后，监管部门会有一个

“兴奋期”，将会组织开展针对一次性物品的集

中整治行动，严管之下，一次性物品也会得到

有效遏制。问题是，监管部门也有“疲劳期”，

一方面，受执法人员、经费不足的限制，监管部

门难以保证对一次性用品治理的可持续性；另

一方面，面对众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监管部

门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导致“禁令”执行难，重

蹈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覆辙。如

此，面对禁而不止的一次性物品，有关部门可

能会沦为“一次性监管”。

可见，禁用一次性物品，考验监管的智慧与

韧性。首先，人大组织应通过立法，依法全面禁

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物品，并成为全国的

统一规定。同时，禁用一次性物品，宜堵更宜

疏。这就要求，在禁止一次性物品的同时，加快

替代产品的研发、生产和供应，即推出可降解制

品，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实施“禁令”，必然

导致部分商家库存的一次性物品大量积压，给

其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对此，有关部门应采取

积极措施，进行妥善处置，将其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以此提高商家执行“禁令”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