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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最深的夜，喝最“补”的水！无法
拒绝熬夜的年轻人，心里还念念不忘养
生……继“啤酒枸杞”“喝可乐放党参”
等硬核养生方法之后，有一种用中药泡
制的“熬夜水”在奶茶界异军突起，宣称
能让年轻人熬夜后迅速恢复元气。

透明复古的玻璃瓶，配料表里满是
“大补”的药材，瓶里还能看到整根人
参，看起来就很“养生”。加上“熬夜水”

还有祛黄、提亮肤色、防脱发、抗疲劳等
“强大”功能，再配上“神仙熬夜水长生
不老”“熬夜快乐水”等诱人名称，爱熬
夜的年轻人难免趋之若鹜。

但是，任何一种食材或药材都不能
让人马上从熬夜的透支中恢复过来，把

“熬夜水”当成灵丹妙药，不仅不能养
生，反而可能会损害健康，务必要科学
对待、理性选择。

““熬夜水熬夜水””
能大补吗能大补吗

国家邮政局近日披露，邮政快递领域
个人信息安全治理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
效，截至目前，隐私面单日均使用量达到
1 亿 单 左 右 ，累 计 侦 破 窃 取 、贩 卖 寄 递信
息案件 189 起，寄递企业信息安全得到进
一步夯实。

这一消息让人心底增加了几分安全感。
网络时代，许多人日常生活都离不开

快递，包裹上一张小小的快递面单，姓名、
电话、住址等个人信息一应俱全，一旦在寄
递、运送、拆封等某个环节出现漏洞，极易
带来风险隐患，快递面单由此成为个人信
息泄露的“重灾区”。近年来，快递从业人
员偷拍快递面单变卖个人信息的事件时有

发生，好多收件人随意丢弃外包装也会出
现意料不到的闪失。

为防止快递面单上个人信息“裸奔”，
隐私面单应运而生。“隐去手机号中间几
位”“只显示姓不显示名”，隐私面单相当于
为个人信息上了一把锁。

然而，隐私面单推出近 5 年来，尚未得
到广泛应用。2021 年“双 11”前，新华社推
出《快递“隐私面单”推广难》的深度报道，
通 过 调 查 分 析 ，归 结 出 两 大 原 因 ：一 方
面 ，为 数 不 少 的 消 费 者 寄 送 快 递 时 没 有
勾 选 ，或 因 使 用 不 便 而 放 弃 ；另 一 方 面，
隐私面单给快递员增加了额外工作量，快
递员怕影响配送效率而懒于使用。对此，

快递企业也没有尽到引导、提醒、敦促和监
督的责任。

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个人信
息保护法》，对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
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
处理者，规定了需要履行的义务，同时明确
了罚则。

今年 3 月，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
网信办启动为期半年的邮政快递领域个人
信息安全治理专项行动。通过多方共同努
力，到目前，隐私面单日均使用量达到 1 亿
单左右。

但相较日均近 3 亿件快递（今年前 8 月
全国快递业务量超 700 亿件），隐私面单普

及率依然不高，面对规模庞大、增量显著的
快递市场，“日均亿单”只是个良好的开端，
尚需持续加力。

防止快递面单成为“泄密单”，需要强
基、固本、清源。强基，就是夯实技术支撑，
加快推广使用隐私面单和虚拟号码等安全
防范技术；固本，就是完善制度保障，加快
制定相关规范和标准，完善快递业个人信
息保护制度体系；清源，就是加强源头治
理、综合治理，严查严惩快递领域涉个人信
息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个人信息安全关乎百姓切身利益，期
盼隐私面单加快普及推广，个人信息保护
更加有力。

普及隐私面单，拧紧个人信息“安全阀”

时维九月，金风送爽，全国“农村移风
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集中开展，各地各部
门一起行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多渠道、
多形式宣传移风易俗精神和政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
袋里的票子有 多 少 ，更 要 看 农 民 的 精 神
风 貌 怎 么 样 。 近 年 来 ，从 中 央 到 地 方 ，
综 合 施 策 革 除 农 村 婚 丧 嫁 娶 陈 规 ，取 得
了 明 显 成 效 。 不 过 ，天 价 彩 礼“ 娶 不
起 ”、豪 华 丧 葬“ 死 不 起 ”、名 目 繁 多 的 人
情 礼 金“ 还 不 起 ”等 问 题 依 然存在，许多
农民虽对此心里反感，但碍于面子，不得
不从俗。

这 些陈规不仅给广大农民带来巨大
负担，还扭曲了正常的社会价值观。推进
以婚丧嫁娶为重点的移风易俗，是当前农
民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更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印发《开
展 高 价 彩 礼 、大 操 大 办 等 农 村 移 风 易 俗
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重 点 治 理 高 价 彩 礼 、人 情 攀 比 等 突 出 问
题 ，具 有 很 强 的 针 对 性 、实 效 性 和 指 导
性 ，受 到 广 大 农 民 的 欢 迎 。 各 地 各 部 门
严 格 落 实 落 细 ，必 能 减 轻 农 民 人 情 费 支
出，推动农村形成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
新风尚。

推进移风易俗既要强化法律法规的
约 束 ，还 要 靠 村 规 民 约 的 引 导 。 一 些 地
方 建 立 的 红 白 理 事 会 、村 民 议 事 会 等 群
众 性 组 织 ，在 移 风 易 俗 中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要 继 续 扩 大 这 些 群 众 性 组 织 的 引 导
力 、影 响 力 。 要 充 分 发 挥 农 民 群 众 移 风
易俗的主体作用，加强文化引领、强化价
值认同、注重实践养成，让他们真正成为
新风尚的制定者、执行者、评议者和受益
者 ，做 到 自 我 管 理 、自 我 约 束 、自 我 提
高 。“ 十 里 不 同 风 ，百 里 不 同 俗 。”推 进 移
风 易 俗 ，要 充 分 考 虑 群 众 习 惯 和 接 受 程
度，不要搞“一刀切”“齐步走”。

“ 风 俗 者 ，天 下 之 大 事 也 。”移 风 易
俗 ，久 久 为 功 ，广 袤 农 村 必 将 成 为 一 片
家 风 良 好 、民 风 淳 朴 、乡 风 文 明 的 希 望
田野。 据新华社

良俗入人心
乡风更文明

红彤彤的烤馒头夹龙虾、焦褐色的炸
肥肠、金灿灿的菠萝饭……记者近日在多
个美食推荐平台搜索发现，有不少消费者
吐槽，其被宣传图片或者文案吸引，结果
吃到的食物与图文严重不符。（9 月 20 日

《法治日报》）
去掉“滤镜”宣传背景，这些美食还有

吸引力吗？如果答案是肯定，说明美食名
副其实，能够获得消费者认可，如果答案是
否定的，则说明此类美食徒有其表，只不过
是商家借助宣传技巧刻意包装而成，看上
去充满诱惑力，但真实口感差强人意。

如今，许多网红美食，均采取了虚假
图片、文案等做为“滤镜”，以遮掩美食的
真相，从而达到欺骗消费者的效果。中国
菜享誉世界，中国人对美食很挑剔，讲究
色香味俱全，差一点火候都达不到美食标
准。现在网络上部分过度宣传包装的美

食，就是迎合消费者的需求点，用修图软
件给美食图片拉满滤镜、调高色彩度等，
用诱人文案给美食加分，让网友通过屏幕
对这些网红美食产生无限遐想，进而想按
图索骥，赶快购买回来大快朵颐。

仅从销量来看，商家的这种宣传套路
还是很有效果的，确实有不少消费者被诱
惑 住 了 。 不 过 ，美 食 毕 竟 是 满 足 口 腹 之
欲，好不好吃不能完全靠包装，终究是要
靠口味和品质。所以，此类用滤镜包装而
成的网红美食，只是“看上去很美”罢了，
悬浮于网络上尚可，一旦与消费者来个亲
密接触，就经不起考验了，立刻原形毕露，
犹如被揭开金玉外壳的败絮，消费者上一
次当就不再回购了。而且，社交媒体时代
口碑相传速度很快，“滤镜美食”的口碑崩
塌后，也会遭到市场冷遇。况且，“滤镜美
食”涉嫌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商家有意

欺瞒消费者，于法不容。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美食博主、探店

主播等为了流量和利益，也与商家达成合
作协议，主动为其宣传“滤镜美食”，甚至
自己动手，给美食进行修图、加料等过度
宣传，这亦有违法之嫌，可追究他们的法
律责任，平台亦可依规进行处置。

“滤镜美食”在网络上大行其道，亦跟
当下浮躁、虚夸的网络环境有很大关系，
很多网友热衷于追热点流量，追捧滤镜加
持下的浮夸虚假的事物、人物，缺乏理性
思考能力，难以辨识真相，很容易就被人
带节奏，无脑跟风，成为乌合之众。

“滤镜美食”只是一个缩影，只要此种
网络环境不改变，就会有市场存在，不断
有消费者受骗。因此，还是要加强整顿网
络，遏制打击虚假网络现象，引导网友树
立理性客观的价值观。 据中经网

“滤镜美食”只是“看上去很美”

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许多小区
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实施垃圾
分类，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每个
人都应从自身做起，认真践行。

要把垃圾分类落在实处，仍有很长的
路要走。比如，要求居民个人在家就把垃
圾分类做好，将塑料瓶、废纸、金属、玻璃等
可回收垃圾扔到相对应垃圾箱，许多人都
觉得“太麻烦”，不如直接扔了方便。

为 了 鼓 励 市 民 做 好 垃 圾 分 类 ，有 关
部 门 也 开 展 过 相 应 的 活 动 ，如 市 民 可
以 利 用 智 能 垃 圾 分 类 系 统 通 过 垃 圾 分
类积攒积分兑换礼物，或与相应的合作
超 市 兑 换 礼 物 。 同 时 有 关 部 门 不 定 期
进行宣传，向居民展示垃圾分类的基本
流 程 、可 回 收 物 资 源 化 利 用 后 的 产 品 ，
以 及 分 类 后 对 环 境 保 护 方 面 的 贡 献
等 ，对 调 动 居 民 参 与 垃 圾 分 类 起 到 了
积 极 作 用 。

垃 圾 分 类 是 推 动 垃 圾 减 量 化 、资 源
化、无害化的重要措施。垃圾分类不是
易事，涉及到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分类处置等环节，这是一项长期而
系统的工程，既需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
长 效 机 制 ，推 动 习 惯 养 成 ，还 要 加 强 引
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以点概面，让人
们充分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只有
从我做起，实施垃圾分类，才能带动更多
的人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列中，一起为
改善生态环境而努力，为绿色发展、可持
续发展做贡献。

践行垃圾分类
保护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