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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把教师的时间还给教学把教师的时间还给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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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隐性“天价”月饼无处可藏

如今，在商场、医院、景区等客流量大
的场所，随处可见自动售货机的身影，但也
引发了很多消费纠纷。市场监管部门提醒
消费者，使用自动售货机购物时要保持谨
慎和细心，确保自己的消费安全和合法权
益。（《大同晚报》9月 5日）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自动售货机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区域，24
小时提供饮料、零食、日用品等，为公众生
活带来极大便利。然而，随着自动售货机
的不断普及，与之相关的消费投诉也日益
增多。

商品质量问题是引发投诉的重要因
素。由于自动售货机无人值守，消费者购买
商品时无法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

给一些不良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消
费者反映，从自动售货机买到的食品存在过
期、变质的情况。比如，有些场所的自动售
货机，由于补货不及时、管理不善，导致部分
食品长期放置在机器内，过了保质期依然在
售卖。还有消费者反映，从自动售货机买的
零食包装破损，存在安全隐患。

设备故障也频繁引发消费者投诉。付
款后机器不出货、出货的商品与所选商品不
符、找零错误等情况时有发生，不仅给消费
者带来经济损失，还耗费了时间和精力。尤
其是在车站、商场、景区等人流量较大的场
所，自动售货机故障可能导致消费者排队等
待，影响了公共场所的秩序和形象。

售后服务不到位也是消费者投诉的突

出问题。当遇到商品质量或设备故障等问
题时，消费者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投诉渠
道和解决方式。一些自动售货机上虽然标
注了客服电话，但要么无人接听，要么接听
后处理问题效率低下，使得消费者权益得
不到有效保障。

作为一种新型零售模式，自动售货机
颇受公众喜爱，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但是，
要想真正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必须解决好
存在的问题。

商家要加强对自动售货机的管理和维
护，提高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保彰设备
运行正常；定期检查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
期等，及时清理过期商品，确保商品质量合
格；完善服务机制与体系，提供及时、有效

的售后服务。
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制度，对自动

售货机严格监管，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督检
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
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渠道，及时有效处理
纠纷。

消费者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遇到问
题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勇于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重视解决自动售货机便利背后的隐忧，
是促进自动售货机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要
求。只有商家、相关部门和消费者共同努
力，才能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购物体
验，让自动售货机真正成为消费“好帮手”，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美好。

重视解决自动售货机便利背后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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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互动立体权威

近年来，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过重现象饱受
诟病，新学期伊始，这一话题再次受到关注。近日发
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
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大
力减轻教师负担，充分保证教师从事主责主业。

“很多活动都要进校园”“督学检查、教学质
量检查、收费工作检查等各种检查评估应接不
暇”……非教学负担过重，透支了教师的时间和
精力，也降低了教师工作获得感和自我认同感。

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形式主义在作祟。填表、
留痕、迎检，以及各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让
中小学校园陷入种类繁多的社会性事务中，压力
被层层传导到一线教师身上。教师不少工夫都
要用于发通知、布置各种任务，挤占了原本可用
于教学的精力。而且形式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
性、变异性，学校接到的任务花样翻新，教师负担
过重的痼疾始终没有根除。

让教师专注于教学，必须立足教育根本，完
善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标准”，建立审批报备
制度，规范过程管理，减少不必要的督查、检查、
评比、考核事项。要进一步明晰教育边界，构筑
起形式主义的“防火墙”，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
间还给教师。 文图据新华社

临近中秋，月饼进入消费旺季。媒体
调查发现，在国家明文遏制 500 元以上“天
价”月饼的背景下，一些月饼礼盒标价虽
然未超过 500 元，但一些高价月饼礼盒仍
在电商平台上变相销售——

有的商家以通过做低标价、买一拍多
的方式出售“天价”月饼，如直接在产品页
面写明“月饼价格上限 500（元）的原因，此
款无法正常标价，需要 1 盒拍数量 2”；有的
利用“拍下改价”进行隐蔽交易：标价分别
为 399元、499元的月饼，1988元、1088元才
是两款月饼的实际价格；有的在电商平台
或社交平台通过分享“笔记”或发帖吸引消
费者，在私聊时给出售价并进行交易……
这些行为变相逃避价格监管，都实质性违
反了有关规定。

回过头来看，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之所以提出遏

制“天价”月饼，原因在于个别企业炒作月
饼价格，“不仅背离了传统文化本源，助长
了奢靡浪费，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甚至可能异化成为腐败的载体。”500 元的
监管红线则是基于成本调查，“盒装月饼
平均生产成本 70 元/盒左右，单价 200 元
以下的盒装月饼销售占比达 80%以上，单
价 500 元以上占比约 1%。”再直白一点说，
就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屡屡强调的，意在

“纠治月饼等节礼背后‘四风’问题”。
对许多普通人而言，“吃的人不买，买

的人不吃”的调侃背后，也是人们深知“天
价”月饼的存在与其礼品属性、面子文化
息息相关。为追求高额利润，不少商家把
心思花在包装的面子上，过度和豪华包装
的“天价”月饼屡见不鲜、屡禁不止，不仅
造成资源浪费，更助长了不正之风。

经过两年多的治理，月饼市场整体价
格已回归理性，但对“天价”月饼仍不能掉

以轻心。这是因为，月饼毛利率可达 60%
左右，想要借“天价”月饼“搞关系”的人也
依然存在——市场需求在，隐性的“天价”
月饼就有存在的土壤。这两年，一些变相
销售“天价”月饼的手法被曝出，一方面表
明台面上的整治起到了一定效果，另一方
面则在提示，隐性违规销售行为应该引起
更多重视。

除了“天价”月饼本身可能带来的不
良影响，变相销售还可能带来额外的风
险。比如，买一拍多、拍下改价或涉嫌价
格欺诈；私域销售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如
果出现商家只收款不发货、售卖假货等
情况，消费者很可能投诉无门。故而，消
费者尽可能做到理性消费的同时，也要
警惕地下交易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监
管部门、网络平台也需加强对改价、导流
等销售行为的识别，让隐性“天价”月饼
无处可藏。 据新华网

做好药品回收管理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为强化药品安全生命周期监管，确保
公众用药安全，减少家庭过期药品给安全
用药造成的隐患，鼓励公众自觉清理家庭
储备药品，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
设立 260 个家庭过期失效药品定点回收点，
对回收的药品统一进行销毁。（《大同晚报》
9月 5日）

过期药品属于危险废物，长期以来，基
本处于无人回收、无处回收、难以回收的局
面，大多数人会将过期药品同生活垃圾一
样丢弃。而药品一旦过期，其化学成分、有
效性、毒性等可能会发生改变，若不能妥善
处理，不仅会给家庭安全用药造成隐患，随
意丢弃到生活垃圾中并随土掩埋，还会对
土壤和水源造成污染。

家中存有过期药品是一个普遍现象，
公众盲目购买大量常用药、医生开药超出
患者需求等都会造成药品浪费，对药品回
收的管理亟待加强。将药店和医疗机构作
为家庭过期药品定点回收点更具优势，一
方面，药店及医疗机构往往分布在居民区
附近，方便群众投放；另一方面，药店和医
疗机构具有专业和渠道优势，便于对药品
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服务便民、布局合
理、公开择优的原则，遴选出热心公益事
业、管理规范、社会信誉良好的 260 家药品
零售店作为家庭过期药品定点回收点，不
仅能提高市民清理过期药品的积极性，保
障家庭用药安全，还能够有效减少对环境、
公众健康等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遏制非
法收购药品的不法行为。

安全用药无小事。为了避免药品浪费，
作为普通居民，我们要学会合理用药、理性
购药，避免过度囤药，定期清理过期药品；对
药企而言，多生产小剂量包装药品或拆零销
售，可以从源头避免剩余药和过期药。相信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定能做好药品回收
管理，为群众安全用药提供更多保障。

有感而发 ＞＞ 魏冬妮魏冬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