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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明确抵明确抵““预预””

本期热评 ＞＞ 丁慎毅丁慎毅

有话直说 ＞＞ 老老 穆穆

中秋临近，月饼飘香。据媒体报道，
有电商平台上一款售价 449 元的宝格丽月
饼 礼 盒 链 接 显 示 仅 为 半 盒 ，并 明 确 标 注

“拍 2盒为 1盒”。
如此手段令人咋舌，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作为中秋节的传统时令食品，月饼寓

意阖家团圆，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丰富内涵。然而长期以来，不少厂商过度
包装、虚假宣传，让名不副实的“天价”月
饼背离传统文化本源，比如，添加名贵馅
料、追求过度奢华包装、混合销售高价商
品等，助长了奢侈浪费。

近年来，在相关部门不断“挤压”的情
况下，“天价”月饼仍有反弹迹象。为了规
避监管整治，一些商家将“天价”月饼从线
下转移到线上，而且采取精明算计的营销
策略打起价格“擦边球”，不但误导消费

者，而且扰乱市场秩序。
根据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四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
500 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售价 100
元以上的月饼所有包装的成本不得超过
产品售价的 15%。

在有关部门的监管规范下，线下市场
的“天价”月饼大大减少，然而在网络平
台，通过倒卖加价、隐藏关键词、组合溢价
等方式，变相提高月饼价格的行为屡见不
鲜。对此，必须加大整治力度，让“天价”
月饼“滚”出市场。

月饼本质上是食品，不可偏离食品属
性 。 大 部 分 消 费 者 购 买 月 饼 ，为 的 是 口
味、品质，而非各种“附加值”。生产经营
者应把资源投在产品质量提升上，把精力

放在食品安全上，如此，才能让月饼市场
更加规范有序，让绝大多数月饼价格更加
贴 近 大 众 需 求 ，让 中 秋 佳 节 回 归 质 朴 的

“味道”。

让“天价”月饼“滚”出消费市场

近日，四川绵阳、河南新乡等地发布消
息称，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外地车轻
微违法不处罚。另有部分地区已形成相关
制度性安排，如甘肃平凉全市推广法定节
假日外地小型机动车在平凉市辖区轻微违
法只纠违、不处罚措施；山西乡宁县国家法
定节假日期间，对外埠来乡未影响交通安
全与通行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
仅进行教育警告。

异地轻微交通违法免罚，并非各地的
创新，而是已经写进相关法律、与立法精神
相一致的做法——我国行政处罚法中有

“首违不罚”的表述，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也
提到了“情节轻微给予口头警告”的做法。
如今，多地明确中秋国庆假期外地车辆轻
微交通违法只警示不处罚，不仅是对游客

作出的一种法治承诺，更显示出开门迎客
的一份诚意，一种能够打消、缓解外地游客
陌生感、焦虑感的体恤与共情。

对游客来说，初来乍到一个城市，极有
可能因不熟悉路况、不了解停车规则等客
观原因违反交通法规，只要没有造成严重
后果，符合相关“首违不罚”“轻违不罚”的
规定，当地交警部门大可选择柔性执法。
让类似做法成为常态，提前亮明态度、广而
告之，某种角度上也能增加外地游客的好
感度，起到一定的揽客作用。

近一段时间，与游客共情成为旅游新
闻的一个热词。从宁波等地机关事业单位
停车场免费向公众开放，政府食堂和内部
超市对游客开放，向民众发送短信提示，呼
吁本地居民错峰出行，到山东为游客定制

“淄博烧烤地图”，设置烧烤公交专线，在公
共厕所内提供免费的卫生巾、药品等，都是
当地对游客打出的一张张“共情牌”，为的
就是把“过客”经济变为“留客”经济，让游
客收获宾至如归的美好体验。

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长假，不仅是对
相关旅游城市和景点硬件设施的考验，更是
对一地一城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的大考。
法治是最好的旅游环境，共情是最好的人间
烟火。希望各地都能在法治的基础上更好
地与游客共情，以换位思考和暖心服务游客
提升文旅“含金量”。

或许有人担心，“首违不罚”“轻违不
罚”会不会让游客不拿交通规则当回事？
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食堂对游客开放会
不会影响正常秩序？这其实对相关地方和

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要求。事
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在积极行动，充分运用
现有技术手段，对节假日出游高峰期重点
时段、点位的客流量做出及时准确的监测、
预警，通过提前制定相关预案、实时向游客
发布旅游服务指南等方式，努力打造更贴
心的文旅服务。

“业态要新、品质要高、活力要足、服务
要优、形象要好、底线要牢”，在今年 8 月召
开的云南全省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云
南文旅对自身提出的这份要求，其实也具
有普适性。地方旅游的金字招牌，靠挖掘、
靠打造，更离不开勤擦拭、精守护。

把 服 务 渗 透 到 一 个 个 细 节 ，送 到 游
客 的 心 坎 儿 上 ，这 样 的 地 方 何 愁 不“ 门
庭若市”？ 据新华网

轻微交通违法免罚是一张“共情牌”

新学年伊始，“预制菜进校园”引发
公众关注，不少家长对预制菜的质量和
安全表示担忧。在“如何看待预制菜进
校园现象”的话题投票中，超过 80%的网
民选择“不赞成”，仅有不到 10%的网民
认同。

家长反对预制菜进校园的理由，主
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质疑预制菜的安
全和质量。不少家长担忧，预制菜中添
加剂过多或加工过程中卫生条件不良，
将给学生健康带来风险隐患。二是质
疑知情权和选择权难以得到保障。

营养专家认为，一些预制菜食材质
量一般、高油高盐，部分脱水蔬菜营养
流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不利于孩子
身体健康。

具备方便快捷等优势的预制菜，正
悄然渗透越来越多消费场景，但与此同
时，校园餐食的安全营养不容忽视，广
大家长期望孩子在学校吃得既绿色安
全又营养健康。

食品安全法规定，学校等集中用餐
单位的食堂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供餐单位订餐的，
应当从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
订购，并按要求对订购的食品进行查
验。供餐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当餐加工，确保食
品安全。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近日指出，
经研究，鉴于当前预制菜还没有统一的
标准体系、认证体系、追溯体系等有效
监管机制，对“预制菜进校园”应持十分
审慎的态度，不宜推广进校园。

有感而发 ＞＞ 周周 圆圆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 1.9 亿人次，部分平台热门城市酒
店 预 订 量 超 2019 年 同 期 5 倍 …… 上 亿 人
次 的 流 动 ，加 之 当 前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正 在
快速全面恢复，企业生产经营、重大项目
建设势头强劲，安全防范工作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

假期往往是安全事故多发、易发期。
日前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文化和旅
游部等部门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全力确保
群众平安过节、欢乐过节。安全问题，一失
万无。各方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
防范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确 保 假 期 安 全 ，要 精 准 把 握 节 日 特
点。“双节”假期，针对消防、交通、餐饮等领
域的风险点，各方要有针对性地加强风险
研判，对集中连片村寨、民宿农家乐、大型
综合体等场所消防隐患开展全面排查；加
强人流监测和引导，做好缆车、索道、大型
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及高风险项目安全检
查；对烧烤店、大排档、夜市等全面开展燃
气安全排查。

确保假期安全，要紧盯重点领域重点
环节。全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开展以来，18 个省份较大事故起
数同比下降或持平。假日期间，要继续扎
实推进专项行动，紧盯矿山、危化、工贸等
重点行业领域，严防节日企业安全责任失
守。当前秋汛、森林火灾等季节性风险逐
步凸显，要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应
对工作。

确保假期安全，要当好自身安全的第
一 责 任 人 。 游 兴 再 浓 ，广 大 游 客 都 应 心
有 所 戒 、行 有 所 止 。 要 密 切 关 注 目 的 地
及 沿 途 气 象 灾 害 预 警 信 息 和 风 险 提 醒 ，
不 前 往 没 有 正 式 开 放 、缺 乏 安 全 保 障 的
区 域 游 玩 ，谨 慎 参 与 高 空 、高 速 、潜 水 等
高风险项目。

每逢假期谈安全，看似老生常谈，然而
教训一再警示，假期安全必须做到警钟长
鸣。各方真正将安全责任系于心、落于行，
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确保有
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据新华社

欢度假期 安全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