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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上班，晚上和双休日代写“作
业”，暑假进度条推进一大半，家长们越
来越“焦虑”。要说为啥，“还不是暑假作
业闹的。”这边刚刚搞定孩子的培训课
程，那边各式各样的暑期实践，又让家长

“抓狂”。带孩子来一场研学旅行，旅行
感悟要做成数字报；来一场科学、数学的
课外实践，也要制作一大堆报告和论文
……有家长感叹，“上大学写论文、做报
告，也没这么集中地忙过啊。”（8月8日
《现代快报》）

眼看着全国中小学生的暑假时间已
经过去一半多，很多家长却变得越来越
焦虑，原因就在于学校布置给孩子的作
业还没有完成。而更加确切地说，这些
作业不仅仅是布置给孩子的，也是布置
给家长的，没有完成的原因也不是孩子
或家长偷懒，而是这些作业花样太多、要
求太高，不但没有家长的参与孩子无法
独立完成，就是有了家长的参与，也未必
能够很好地完成。

带孩子来一场研学旅行，旅行见闻、
感悟还要做成数字报；来一场科学、数学
的课外实践，也要制作一大堆报告和论
文……面对种种让人无从下手的暑假作
业，也难怪有家长感叹自己读大学写论

文，也没有这么手忙脚乱。其实从一个
客观的角度来看，学校和老师布置这种
实践性强、需要较高动手能力的暑假作
业，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比如它锻炼了
孩子的动手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等等。
但是如果这些作业要求太高，超过了学
生的能力，那么就可能过犹不及，得不到
想要的结果。

比如一些作业，孩子完全不知道如
何下手，基本上是由家长来帮助完成的，
那么也就失去了锻炼孩子各项能力的意
义。这样的暑假作业既增加了家长的负
担，同时孩子也没有得到锻炼，完全成了
一种“为了作业而作业”。

我们肯定这类暑假作业的正面价
值，但不能过犹不及。一方面，学校和老
师可以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特点来“因
材施教”，布置个性化的暑假作业，比如
喜欢发明创造的，就要求孩子发明创造；
在某个学科上存在短板的，重点加强这
一短板的学习。另一方面，让暑假作业
更加接地气，在日常生活中锻炼孩子的
动手能力、实践能力，比如掌握一项家务
劳动的技能等等。从现实意义来看，这
要比那些看上去“高大上”的作业对孩子
的身心成长更有价值和意义。

近日，记者走访了销量较好的外卖门
店，发现大量网红外卖店都没有堂食，而是
在使用菜肴包：有的全部使用，有的则是搭
配使用。有顾客下单，外卖商家就取出沸水
中加热后的菜肴包，搭配素菜和米饭，一份
外卖出炉。而点外卖的人不会知道，这份外
卖并不是现炒的——菜肴包大多保质期三
个月到半年。当然，外卖商家并没有告诉点
餐人——这也是生产厂家的建议。（8月8日
《成都商报》）

从理论上说，外卖商家使用已经制成的
菜肴包出售给消费者并非不可以。正如一
些商家表示的那样，使用菜肴包一方面是门
店增多后的标准化要求，“便于复制发展，而
产品安全也会更加可控”，另一方面也是外

卖行业时效性的更高要求。但其应该认识
到，推行菜肴包式外卖必须满足消费者知情
权和选择权，并确保食品安全，否则就可能
承担法律责任。

一般而言，作为消费者，其购买外卖时，
自然认为所购买的外卖属于商家现做的食
品。即便一些消费者知道乘坐飞机时食用
的是复热的餐包食品，其也不会意识到外卖
商家也向其供应餐包食品。根据报道，一些
外卖商家配置的菜肴包执行的是罐头食品
的标准。也就是说，消费者吃到嘴里的很可
能不是由厨师根据新鲜食材所制作的菜肴，
而是加热后的“罐头”食品。

那么，商家的这一外卖模式无疑涉嫌侵
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知道，“菜

肴包”不同于现做菜肴，显然会影响消费者
的选择权。尤其是部分消费者对饮食比较
讲究，恐怕不会选择“菜肴包”食品。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报道指出，标准化
之后的菜肴包的食品卫生更加安全可控，既
有利于商家的复制发展，也满足了外卖商家
的时效性要求。表面上，这看似能使消费者
和商家处于双赢局面。实则不然，可以复热
的菜肴包显然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哪怕品质可控的复热菜肴包在食品
安全卫生方面做得更好，也不能以此忽视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实际上，一些厂家
不建议将此告诉消费者，如此做法恰恰说明
其也担忧消费者知情后对“菜肴包”食品加
以排斥。

现实中，很多外卖商家的宣传非常“高
大上”，将鲜美的食材、可口的饭菜和华丽的
介绍通过外卖平台展示给众多消费者。但
假使最终销售给消费者的却是复热“菜肴
包”，自然让看到相关宣传而购买外卖的不
少消费者难以接受。期望享受鲜美菜肴的
众多消费者，如果大费周章购买的却是批量
生产制作的“菜肴包”，那还不如自行直接购
买方便食品。

由此可见，推行“菜肴包”式外卖的商家
理当注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以适当
方式明示餐食的主要原料信息。只有尽最
大限度满足消费者权益，才能避免其被美好
的宣传包装所欺骗，被蒙在鼓中，食用未必
如愿的“菜肴包”而不自知。

花式暑假作业
岂能为难家长

可以复热的菜肴包不同于现炒的菜肴，显然会影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哪怕品质可控的复热菜肴包在食品安全卫生方面做得更好，也不能以此忽视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莫让“菜肴包”式外卖侵害消费者权益
□史奉楚

贵州网友@微大方7月30日反映，毕节
市纳雍县人民医院附近一卫生室玻璃门上，
挂有“打针输液请进60元起”字样贴纸，因涉
强制“最低消费”引起热议。（8月7日中新网）

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一般性的商
业场所设立“最低消费”，都属于霸王条款，而
在贵州省纳雍县的这家卫生室内，却出现了
疑似“最低消费”的项目，让人感觉匪夷所
思。面对这种奇葩现象，网友们纷纷发扬“段
子手精神”进行调侃，甚至有网友说有没有

“看病套餐”啊？
调侃归调侃，这一现象的出现，还是有很

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它不仅仅涉及到对整个
医疗行业形象的影响，同时也涉及到职能部
门的监管等等问题。首先来说，治病救人的
卫生室设立“最低消费”，是对医患关系的一
种异化，也是对患者感情的一种伤害。古时
很多药铺都挂有类似“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
架上药生尘”的对联，体现出的是医者仁心，
也是对患者的一种体恤，而现在的“最低消
费”，则把治病救人的医患关系异化为了一种

“生意关系”，显然极不妥当，伤害患者感情，
破坏医患关系。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当医疗机构拿治病
救人当生意，势必就会时时处处把效益、利
润放在首位，这很容易导致各种损害患者利
益的事情发生。换句话说，当“医疗伦理”成
为“生意伦理”，最终受到损害的必然是患者
的利益。比如按照这家卫生室的“经营之
道”，“打针输液请进60元起”，那么如果患者
打针输液不满60元，是不是还要多打一针？
多挂一瓶水？这显然荒唐透顶。

事情被曝光以后，当地医疗主管部门是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
题的，但对于医疗问题，是不能简单套用“消
法”的，因为医疗行为从根本上来说不属于单
纯的消费市场。即便医疗机构也要考虑成
本，这是维持其自身运转的必须，但是对于

“供求关系”“利润核算”等纯粹的经济学名
词，显然不能简单套用，也不能任由医疗机构
的医疗行为去贴近市场、追逐利益。

对于这次“最低消费事件”，应该由监管
部门深入调查，然后依照相关医疗方面的法
律法规去处理。如果有人涉嫌违法违规，就
应该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这样才既可以
避免类似奇葩事情再次出现，同时也给公众
一个交代，修复已经被破坏的医患关系。

“最低消费”
异化了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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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歌歌

治病救人的卫生室设
立“最低消费”，是对医患
关系的一种异化，也是对
患者感情的一种伤害。

近几年“银发游”渐成时尚，但不少
老年人报团出游时屡屡遭遇市场乱象，
旅行社加收“年龄附加费”、低价游吸引
参团却遭强迫购物、旅游产品与宣传不
符、安全得不到保障等。今年距国家正
式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已
将近两年，老年旅游市场乱象虽有所改
观，却依然鱼龙混杂，缺乏监管。（8月8
日《工人日报》）

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国内旅游人
数达 50 亿人次，其中有近四成是老年
人。为此，各大旅行社不失时机推出“银
发游”产品线路，近年来诸如“银发游”

“爸妈之旅”“夕阳红专列”等老年旅游团
越来越多。

不过，“银发游”火爆的背后，出游者
却经常遭遇消费陷阱、安全隐患等困
扰。老年人属于“价格敏感性”用户，一
些旅行社故意把报价压得很低，推出各
种低价团。一旦老人贪图便宜报名参
团，等待他们的将是种种强制购物和自
费项目。重庆一位女士坦言，去年她的
母亲报了一个海南“四日游”的旅行团，
加上住宿、机票一共才1000元，结果途中
又是各种交钱，又是购买土特产，回来仔
细一算买了将近一万元的东西。

同时，老年人报旅行团的时候，还往
往因年龄的问题被要求多交“旅行附加

费”。我国《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明确
规定：同一旅游团队中，旅行社不得由于
旅游者存在的年龄或者职业上的差异，
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的合同事项。违
反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不
过，在现实中，向老人收取旅游附加费成
了各大旅行社“公开的秘密”，有的还区
分年龄段实行阶梯价格。

为了充分保障老年旅游者的合法权
益，规范旅行社的经营行为和服务内容，
2016年9月1日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行
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正式实施，围绕旅
游者招徕、团队计划的落实、接待服务和
后续服务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不过，
该规范只是行业推荐性标准，并不具有
强制性，难以从根本上遏制老年旅游市
场乱象。有业内人士坦言，“规范”实施
以来，除了一些大旅行社之外，部分旅行
社的“老年团”产品并没有针对老年游客
有改善性的升级服务。

规范“银发游”既是维护老年人的合
法权益，也有利于旅游产业的健康发
展。眼下，有关部门需要出台强制性法
律法规，将规范老年旅游的要求写入法
律条文，明确相应罚则，并依法监管，加
大对违规旅行团处罚力度。只有系上法
律安全带，“银发游”才能行稳致远。

谁给“银发游”
系上安全带
□□张淳艺张淳艺

这些作业不仅仅是
布置给孩子的，也是布
置给家长的，没有完成
的原因也不是孩子或家
长偷懒，而是这些作业
花样太多、要求太高，不
但没有家长的参与孩子
无法独立完成，就是有
了家长的参与，也未必
能够很好地完成。

一旦老人贪图便
宜报名参团，等待他
们的将是种种强制购
物和自费项目。重庆
一位女士坦言，去年
她的母亲报了一个海
南“ 四 日 游”的 旅 行
团，加上住宿、机票一
共才 1000 元，结果途
中又是各种交钱，又
是购买土特产，回来
仔细一算买了将近一
万元的东西。

□□苑广阔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