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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饮料养生无疑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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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作为这个小长假

必不可少的节令食品，过了

中秋就不再拥有“明星光

环”，记者9月12日了解到，

月饼早在中秋节当日就遭

甩卖。节日过后，剩余的月

饼从超市中“一夜消失”，被退回厂家，作进一

步处理。（9月13日《北京青年报》）

中秋节前，一进超市，满眼都是月饼。

节日过后，月饼好像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超

市里的“剩余月饼”去哪儿了？相信不少人都

有这个疑问。梳理媒体报道，“剩余月饼”一

般有这样几个去向：一是再打折贱卖；二是作

为福利分发给员工；三是转移到乡镇和农村

市场；四是将馅料重新制作成其他糕点；五是

卖给相关企业做动物饲料。究竟采取哪些处

理方式，公众不得而知。

公众最担心的是，“剩余月饼”被重新制

作成其他糕点和销往农村。据悉，月饼的储

存成本比重新制作高，厂商一般不会选择冷

冻一年再卖，而在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相

对较弱，可能会成为处理“剩余月饼”集散

地。所以，公众有理由质疑这些月饼的去向，

更有权利知道其是否再次进入自己的口中。

此外，尽管“剩余月饼”集中销毁后喂猪

比拿去坑害消费者要强得多，但对于中秋节

前动辄几百块钱一盒、多数使用各种精良食

材制作的月饼，最后却被拿去喂猪，实在是一

种巨大的浪费，看着让人心痛。如何减少“剩

余月饼”并且处理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值

得关注。

让“剩余月饼”去向问题不再成疑，需要

政府部门建立有效的处理机制。在这方面，

上海市于 2013 年建立了“月饼回收上报制

度”，即经销商卖不掉的月饼无论过期与否，

都必须向监管部门上报。这个制度在其他地

方也有推行，节后月饼剩余多少、流向哪里，

均有明确的台账。其目的就是，防止商家使

用回收月饼或过期月饼用作其他食品材料，

或经过改换包装等方式以其他形式进行销

售。只有对“剩余月饼”建立一套有效的处理

机制，才能使这些月饼的去向得到有效监督，

让消费者免去担忧。

除了政府部门的监管，厂家也应主动控

制产量，减少浪费。 付彪

“剩余月饼”的去向问题须认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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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上午 8 点半，北京链

家石景山银河大街店的经纪人张

俊涛早早来到海淀区阜成路的门

店，做好开课前的各项准备：放好

专门编制的《手机使用手册》、调整

授课 PPT 亮度、摆放好桌椅板凳和

水……这门以周边社区老人为授

课对象的“我来教您用手机”公益

课，32岁的张俊涛已经坚持了两年

多。（9月13日《工人日报》）

虽然已经进入了智能手机时

代，但是也有不少老人落后于这个

时代，形成了事实上的“数字鸿

沟”。实际上，智能手机的运用，在

很多场景带来的便利已经不言而喻

了。不过，面对智能时代里“落后时

代”的老人，一些部门不得不保留了

“传统窗口”。尽管说，这是为老人留下的“特

殊服务”，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但是，也不得不

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并非是保留“传统窗口”，

而是需要让老人跟上智能手机时代，让老人

们也能“一机在手畅游天下”。由此不难看出，

我们在保留“特殊服务”的情况下，还需要尽快

让老人学会娴熟地使用智能手机上的各种功

能，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因为，只有跨

越了“数字鸿沟”才能让老人生活更加方便。

我们需要更多的类似于“教您用手机”

的公益课堂，社会组织、小区物业不妨多开展

这样的帮扶老人活动，多多举办公益课堂，既

可以让老人有事情可做，还能打

发寂寞的时间，又能学到手机的

使用知识。对于老人而言，则不

能只是一味地“甘愿落后”，俗话

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作为老

年人要积极适应时代、适应新的

生活方式，多学习新的技能，以

便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智能

手机的作用在于能够便捷地生

活，老年人应该掌握更多的新知

识、新技能。

除了需要加大“教您用手

机”公益课堂的推广服务力度

之外，我想作为儿女们也不能

缺位。消除老人的“数字鸿沟”

需 要“ 公 益 课 ”也 需 要“ 儿 女

课 ”。 前 段 时 间 ，看 过 一 则 新

闻，说是某地的一位女儿，专门给自己的爸

爸妈妈手绘了一张“智能手机使用手册”，

教给老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发朋友

圈、如何录制短视频等等。这何尝不是“与

时俱进的孝道”？

郭元鹏

每天多说一些乐观和积极的话
语言是有能量的，说积极的话时，状态

会变得更向上；说消极的话时，心情会变得

沮丧。与其沉溺在对昨天的悔恨和对未来

的恐惧中，不如活在每一个实实在在的当

下，并暗示和鼓励自己一切都会变好。我

们所说的每一句正能量的话，都是一粒无

形的种子。每天多说一些乐观和积极的

话，心态就变好了，人生也会逐渐变好。

@新华社

遇事最重要的4种能力
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如何处

理这些问题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水平，以下4

种遇事时最重要的能力，也决定着生活走

向。1. 自我更新的能力；2. 稳住情绪的能

力；3. 找准问题的能力；4. 懂得变通的能

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根据形势，

调整自己的节奏和行动。 @人民日报

整根人参泡在瓶子里，被捧为“熬夜

水”；“美人水”的标签上，写着“水、红小豆，

其他没了”，自带健康属性；甚至有饮品打出

“食疗”字样，枸杞、菊花、纯植物等与“养生”

相关的词汇，更是频繁地在各种饮料标签上

出现。最近，记者走访超市、便利店发现，宣

传“0糖”“0卡路里”等健康属性的饮品种类

越来越繁多。（9月13日《北京晚报》）

饮料市场竞争激烈，新的饮料品种和

品牌不断出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一些

消费者发现，现在市场上的很多饮料，在宣

传营销方面，动辄就和养生、保健挂钩，让人

难辨真假。尽管其宣传的功能无法说得清

楚，但是这类打着养生和保健旗号的饮料，

其价格比普通的饮料贵了很多，则是确凿

无误的事实。

而类似“熬夜水”这样的饮料，在当下

饮料市场越来越多，它们往往主打健康、养

生、保健的卖点来吸引消费者。比如一款

以水和红小豆（粉）为配料的饮品，取名为

“美人水”；另一款添加了山楂、橘皮等成分

的“健消轻饮”则打出了食疗的标签。这样

的宣传策略，无疑契合了现在很多消费者

重视养生，重视保健的理念，所以往往能够

很快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就以上面提到的“熬夜水”为例，消费

者购买的逻辑是：我因为工作、娱乐经常需

要熬夜，但是熬夜对身体不好，既然喝了“熬

夜水”可以缓解身体疲劳，那么我就可以一

边熬夜，一边喝“熬夜水”，以此来抵消熬夜

对身体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了。问题是，这

种看上去“一整根”的人工种植的人参，能否

起到缓解疲劳的作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

号。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些年轻人自

以为喝了“熬夜水”，就可以熬更长时间的

夜，长此以往，必然对身体健康带来危害。

在中医药专业人士看来，药就是药，饮料就

是饮料，并不能因为你在饮料里加入了中药

成分，饮料就变成了中药，这完全就是两码

事。身体出现了问题就去医院看医生，身体

没问题，就正常饮食，所谓的喝饮料养生，无

疑就是一种缘木求鱼。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