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知名打假人王海发布微博，举
报疯狂小杨哥带货90万单假五常大米。王
海称，经过送检，小杨哥的五常大米和稻
花香二号对比，遗传相似度只有71 . 16%，
结论为不同品种，实锤以次充好。随后，疯
狂小杨哥在直播间称，不仅他没卖过，三
只羊集团所有达人、主播，都没卖过那个
大米。作为职业打假人，王海在直播带货
时代，盯上头部主播是很自然的事情。不
久前，王海还打假了东方甄选直播间的一
款产品，称东方甄选销售的一款名为“天
萁西梅汁”的产品，被检出有泻药成分。东
方甄选客服回应，已经将此事反馈给相关
部门进行处理。

职业打假不是做公益，而是属于牟利
性打假，因此在前些年饱受争议。规范职
业打假，甚至淘汰职业打假，最好的方式
是通过市场的规范让他们无假可打。在此
市场规范的过程中，职业打假给无良商家
带来的威慑力，同样是一支有益的社会监
督力量。对于日益火爆的直播带货行业，
除了执法部门和平台企业应该加强监管，
履行当仁不让的打假职责之外，包括职业
打假人的各种打假行为在内，更多的社会
监督方式同样重要。 （据红星新闻）

法律框架下的王海打假

是对直播带货的有益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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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老伯看不懂英文误入女厕”
的话题登上了热搜，说的是广州一老伯，
因为看不懂厕所门口的图形和英文标识
误入女厕，引发纠纷。该话题下，网友们
热议不断，总结下来是一种现象：近年
来，厕所之类的公共场所标识，越发让人
看不懂了。

“正三角、倒三角，需要学几何猜
男女？”“一个圈和一条线，我是真看不
懂”“很多这样的图不配字，要辨认很
久”“我一90后都迷糊，更何况老人孩
子”……网友的吐槽和困惑是真实的。
当下，不少建筑讲究设计感，标识也不
例外，因而常常进入一种重“设计”轻

“辨识”的误区。以厕所标识为例，传统
的“男”“女”纷纷被几何图形、象形文
字、简笔画等非常规形象代替，有的更
是只有英文缩写。为公共场所增加艺
术美感本身没错，但终究不能忘记，这

种满足人类“内急”的设施，便利、好找
是基本要求，千万不能本末倒置，甚至
给百姓找麻烦。

对于厕所标识，我国曾出台过非强
制性的相关标准，如推荐使用的公共卫
生间图形符号为“穿西服的男士与穿裙
子的女士”；近日，广州出台的《广州市公

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定》也指出，设置
公共场所标识，不能单独使用外国文字。
对这一愈演愈烈，甚至遭群众大面积吐
槽的标识问题，设计单位和建筑管理者
还是应当重视和反思，相关部门也应加
强管理，让公共场所回归其该有的通畅
和便利。

公共场所标识，别变成百姓难猜的“谜题”

葛评论员观察

备受关注的
华中农业大学动
物营养系教授黄
某某被11名学生集
体举报一事有了
新进展。

1月19日凌晨，
华中农业大学发
布通报称，针对网
上关于该校教师
黄某某学术不端

等问题的举报信息，学校成立了调查组
开展调查，发现所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初步认定黄某某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学
校决定，即日起停止黄某某校内所有职
务和工作。

这份通报坐实了黄某某的学术不
端行为，他的那些建立在弄虚作假基础
上的学术成就、学术声誉、学术头衔，在
谎言被揭穿后，也面临土崩瓦解。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作为一名高校教师，黄
某某原本应该在学术、人品等方面为学
生做出表率。可是，他不但学术造假，而
且压榨、欺侮学生，伤害了学生，也在学
术圈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黄某某有
今日之下场，纯属咎由自取。

对于黄某某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
不能止步于停职。

从举报信来看，学生之所以公开举
报黄某某，除了不愿意与其“同流合污”
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黄某某在
自己领域、课题组和“师门”之内，打造
了一个“独立王国”，他本人俨然就是一
个“土皇帝”，对学生极尽压榨、欺侮之
能事。

比如说，有学生反映黄某某对其进
行人身攻击；还有学生反映黄某某克扣
学生劳务费、逼迫学生参与造假，学生
不配合就无法毕业……针对上述举报，
华中农业大学要展开进一步调查核实，
与此同时，也要揽镜自照，好好地审视
一下自己的学术审核纠偏机制。

相关报道显示，华中农业大学只用
了两天时间，就发布通报确认黄某某存
在学术不端，这说明黄某某的学术不端
行为并无多么高明之处。但让人不解的
是，并不复杂的问题，学校为何迟迟未
能发现？黄某某行为如此“不端”，为何
还能在课题审批、职称评定上一路绿
灯，在校内以及学术圈大行其道呢？对
此，华中农业大学确实有必要展开复
盘，找出问题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学术审核纠偏机
制失灵，并不只存在于华中农业大学，
同样的问题在不少高校也不同程度存
在。究其原因，与某些高校与教职人员
形成利益共同体有关。这些高校出于

“造名师”“争课题”“拿经费”的考虑，
主动放弃监督职责，对教职人员，特别
是能给高校“争荣誉”的教职人员，听
之任之。即便这些人有出格行为，校方
也没有处罚的动力。这也是学术圈的
恩怨纠葛，每每外溢为全网大瓜的重
要原因。

此次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资料显
示，黄某某曾主持“十四五”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国家“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瑞
典国际青年基金、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
学科点新教师基金等众多科研项目。在
校方的眼中，这样的人可是“香饽饽”，
轻易“动”不得。

华中农业大学既然提出了“对学术
不端和师德失范零容忍”的口号，就有
必要借此事，对本校教职人员的日常监
管、学术道德建设等进行一次全面“体
检”，梳理流程、完善制度。如此，才能从
根本上避免下一个“黄某某”出现。

教授学术不端被举报，岂能“停职”了之

华中农业大学既然提出了“对学术不端和师德失范零容忍”的口号，就有必要借此事，
对本校教职人员的日常监管、学术道德建设等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梳理流程、完善制度。
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下一个“黄某某”出现。

当你拼尽手速，成功抢到心仪已久
的演唱会门票后，却赫然发现出票信息
上是另外一场演唱会，而后又被拒绝办
理退票，你会是什么心情？近日，四川成
都的许多网友反映自己在某购票平台疑
似遭遇“跳票”。目前，涉事平台已作出回
应，称已陆续与购票者取得联系，同意为
未核销未现场观演者办理全额退款。

究竟是平台有意“跳票”,还是消费
者无意点错？目前尚存争议。但不论基于
何种原因，平台绝不能以一句“演唱会第
二天就开演”就拒绝退票，进而无视消费
者的合理要求。实践中，不仅是演唱会门
票，话剧票、飞机票等多种票品因为供不
应求，往往“一票难求”，但也不乏频频出
现“退票难”的问题，“购票一时爽，退票
难上天”成为网友们感触最深的吐槽点。
这不仅损害了网络购票平台的口碑，也
反映出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的问题。
要想避免“一票难求”变成“一票难退”，
网络购票平台应当合理设置购票页面。
更重要的是，平台的退票机制要跟上。

（据检察日报）

别让“一票难求”

变成“一票难退”

□评论员 朱文龙

葛来论

“剩菜盲盒”流行，食品安全要抓紧
□苑广阔

原价33元的面包组合15 . 9元就能买
到、4 . 9元吃到了现酿酸奶和双皮奶、15 . 9
元的卤肉饭还送卤蛋和素鸡……近日，

“剩菜盲盒”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火了，网
友们纷纷晒出自己的“剩菜盲盒”，主打
一个捡漏不捡陋。

“剩菜盲盒”是餐饮商家利用临期或
当日未售完的食品、饮品等，随机组合后
在线上售卖的“盲盒”，售价一般为原价
的3折—5折。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酸奶、
甜品店经营者表示，他们店里其实并没
有产品卖不完的情况，之所以参与“剩菜
盲盒”的销售，主要是为了营销和引流，

所以他们放进“剩菜盲盒”的产品，也都
是新鲜制作的，并不是临期或销售不完
的产品。

这意味着，购买“剩菜盲盒”，对于消
费者确实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消费选择。
记者也亲自体验了一下，仅仅花费了不到
40块钱，就买到了三个“剩菜盲盒”，里面
更有荤素搭配的主食，有面包糕点，还有
甜品，性价比确实让人很满意。

不过对于“剩菜盲盒”，也有网民表
达了不同的看法。有观点认为，自己可能
会买烘焙类盲盒，但不会买简餐类盲盒，
主要是担心不新鲜。这样的担心，并非没
有道理。所以“剩菜盲盒”想走得更长远，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全面严格保障“剩菜盲盒”里面的
食品卫生和安全。

尽管打着“剩菜盲盒”的名义销售各种
食品，但是商家在销售的时候，仍需要严格
遵循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销售的
临期产品应符合规定，可以安全健康食用。
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
权，商家应该在盲盒外，以醒目字样标出食
品的到期时间，提醒消费者最佳的食用时
间，以免食用后发生问题。由于很多“剩菜
盲盒”都是各类食品放在一起的组合产品，
而每一种食品的到期时间均有差别，所以
一定要以最先到期的食品日期为准，提醒
消费者理性消费、安全食用。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这个‘无需餐具’的选项，似乎有些
‘鸡肋’，即便我选了它，送来的外卖中还
是会有餐具。”记者采访发现，多地消费者
点外卖时，“无需餐具”选项大多失灵———
即使选了“无需餐具”，商家也照送不误。
一些受访者感叹，想要在点外卖时节约点
儿资源太难了！

据了解，之所以出现“无需餐具”选项
成摆设的现象，既有外卖商家担心不送餐
具会被消费者打差评的原因，又有平台监
管不严，或缺少有效治理手段的原因，也有
宣传推介不到位的原因。因此，笔者以为，
破解外卖“无需餐具”选项成摆设，还需综
合施策。首先，外卖平台应积极担负起严格
把关的主体职责，既要严监管、严督查，又
要强化整改。其次，餐饮行业要把绿色消费
行为纳入“美丽中国建设”“绿色低碳发展”
等综合考评体系，促使“无需餐具”选项名
副其实。其三，餐具生产企业应加强环境友
好型材料研发，探索可行的餐具循环模式，
通过回收再利用的方式，避免造成外卖餐
具的大量浪费。 （据四川新闻网）

外卖“无需餐具”成摆设

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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