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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就业协议”
必须防止“虚假就业”

非常道

中消协：
618期间已购商品贬值太快
引发消费者强烈不满

中消协29日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

报告，“618”期间与价格有关的舆情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受“新发地”疫情影响，部分消费者反

映果蔬涨价，有关蔬菜、水果价格以及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价格违法方面的舆情信息较多；二是

网购中价格类舆情大都指向“降价”“拒绝保价”

等关键词，网购商品贬值太快引发已购消费者

强烈不满。 @中国新闻网

微声音

炒菜时的4个习惯，可能给了癌症
可乘之机

炒菜做饭的4种习惯可能引癌上身：1.炒完

菜马上就关油烟机：若对厨房环境进行 PM2.5

测试，其数值会超过 800；2.炒菜后不刷锅接着

炒：锅表面会附着油脂和食物残渣，再次高温加

热可能产生苯并芘等致癌物；3.油冒烟时才下

锅：油冒烟时油温往往已经达到 200℃以上，此

时把菜下锅产生的致癌物会增加癌症风险；4.

剩下油炸的油仍用来炒菜：油经过高温加热会

产生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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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建兵

热点冷评

为提高独家凉茶“疗效”，吸引回

头客，增加营业利润，一些凉茶经营

者非法在凉茶里添加西药。近日，广

州番禺警方在“飓风 2020”专项行动

中，查处了一批非法凉茶店铺，抓获

涉案人员15名，缴获有毒有害凉茶原

材料一批。（6月30日中新网）

检测结果显示：送检40份样品中

有15份不同程度含有西药“对乙酰氨

基酚”“氯苯那敏”等成分。而药品常

识告诉我们，这些西药对应的病症包

括感冒发烧、过敏、牙痛、牙周炎等症

状。也就是说，如果身体出现某些不

适，喝了含有这些西药的凉茶可能得

到缓解。而缓解了症状的茶客，却以

为是身体舒服得益于某些“独家凉

茶”的保健功能。

食品中检出药物甚至抗生素，过

去所知的也多是非恶意添加的畜产

品中的药物残留，而凉茶中的药物则

是人为添加，就为给顾客造成“独家

凉茶”保健功能强大的错觉。这是对

“保健”概念的又一次“恶搞”。

比如，有些洗漱用品一直宣称有

很好的中药止血效果，但其中却含有

处方西药成分。而据专业人士称，临

床上，这种止血处方药即便在手术中

也是慎用的。那么，即便添加行为不

违规、有标注，却难免有蒙人之嫌：消

费者求的是长期保健效用，而厂商高

调宣传中医药成分迎合大众关于中

草药安全的认知，然后是“羊头狗头”

勾兑着卖，消费者质疑其为商业利益

抹黑传统文化，我看不冤。

回到“西药茶”“抗生素茶”这件

事上，其恶意添加行为属于违反食品

卫生安全法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

应是不争的事实，自然应受到法律的

严惩。但需要提醒的问题是，当前保

健食品中“挂羊头卖狗肉”——打着

中医保健旗号暗中添加西药的情况，

应该引起足够的警觉。特别是消费

者应该警惕食品、保健品中“速效”的

情况：标称“保健”却有“速效”，肯定

有问题。

而监管层面更应站在保护传统

文化、民族品牌的高度严查严管某

些领域非法添加现象，这种非法行

为一旦泛滥甚至形成潜规则，不仅

是消费者受害，还可能毁掉一些品

牌和行业。

教育部近日印

发通知，部署全面

开展 2020 届高校毕

业生就业统计核查

工作。毕业生可登

录学信网学信档案

板块，核实高校填

报 的 本 人 毕 业 去

向。要求各高校：①不准以任何方式

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

同，②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

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③不准以户档

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

协议，④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

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6

月29日光明网）

现在，一些学校之所以特别关注

学生的就业率，不是真的为了学生就

业，而是因为就业率涉及一个学校的

声誉和办学质量。一些学校命令或者

诱导学生随便找个章盖在协议书上证

明自己就业，有的毕业生在自己完全

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就业”了，就

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

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不但学生

没拿到一分钱的工资，有时还要缴纳

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事代理费用等。漂

亮的“就业率”表象下，整体的高校毕

业生就业率数据不准确，既影响政府

部门误判形势，又让一些学校不再重

视教学质量，而是想办法弄虚作假。

这种非常不诚信的做法，从道德层面

和实际统计层面都会带来恶性循环，

和高校培养的诚信精神背道而驰。

往年数据造假迫使今年继续造

假，一年又一年造假，很难有个头，既

影响学生的真实就业，又干扰了整个

就业大局。毕业生“被就业”后，合法

权益得不到保障，优惠政策无法享

受。因此，对于学生“被就业”，教育部

门不能只发发《通知》，更重要的是，教

育主管部门要对毕业之后的就业趋向

进行调查，进而判定签订的就业协议

是否真实。如果发现存在造假行为，

就得追究校方的责任。总之，签署就

业协议主动权应该掌握在学生自己的

手中，而不是因为来自学校的压力而

无可奈何随意地签署虚假的就业协

议，更不能因此而剥夺毕业生的毕业

证。学校应该改进课程结构、提高教

学质量，对学科专业的发展进行长远

规划等，从而使学校提高学生就业率。

“独家凉茶”变“抗生素茶”需严查
□ 马涤明

“秘”制 王恒/漫画

莫让“清凉口罩”
沦为营销噱头

□ 罗志华

面对炎炎夏日，有人表示戴着口罩快要捂

出痱子了，于是，喊话各路卫生用品以及清凉用

品生产厂家，“能不能开一条生产线做清凉口

罩，这何止百万商机？”为了戴着口罩能凉快一

点儿，网友们各出奇招，有人自制口罩，把清凉

喷雾喷在口罩上，或随身携带各种清凉爆珠，搭

配口罩使用。不少商家入局转型生产“清凉口

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在进行时，人们最关

注的除了“清凉口罩”的效果之外，还有是否靠

谱。（6月30日《中国青年报》）

民众追捧“清凉口罩”，商家根据民众需求

进行创新和组织生产，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

鼓励。然而，当前已出现的“清凉口罩”效果几

何，则有待评估。有消费者对“清凉口罩”颇感

满意，认为自己所佩戴的“清凉口罩”的确是“夏

日神器”。也有人使用后，对其清凉效果和隔离

病毒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有网友甚至表示，个别

清凉口罩的质地厚，夏天戴上反而更热，凉意持

续 3 小时就没有了。民众褒贬不一，说明不同

的“清凉口罩”，质量与效果相差悬殊。

“清凉口罩”是新生事物，还来不及推出统

一的质量标准，何谓“清凉口罩”，只能各自解

释，这样一来，长时间保持清凉的口罩可以冠之

以“清凉口罩”的名头，但仅能提供几分钟清凉

感的口罩同样可以，既然如此，企业就只能各自

凭良心办事，质量监管也就无从谈起。且“清凉

口罩”如此好卖，或许会有企业以此为噱头，趁

标准缺失之机大捞一笔，既损害消费者权益，又

给疫情防控添乱。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清凉口罩”往哪个

方面发展，标准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何谓“清凉

口罩”，不能任由企业自行解释，需要权威界定，

给出标准答案，统一质量标准，划定准入门槛，

对未达标的口罩，则不应借“清凉”二字来营

销。唯如此，方能让“清凉口罩”实至名归，在个

人防护和消费体验两方面，均赢得民众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