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期不是过期，但商家不能“跨界”
□ 汪昌莲

“垃圾袋换隐私”需要有个说法
□ 张淳艺

热点冷评

从 线 下 不

断 生 长 的 门 店

到 线 上 陆 续 兴

起的平台，近两

年来，临期食品

成 了 一 些 商 家

看中的“财路”，

有 的 商 家 甚 至

直接让剩余的保质期限成为商品价

值的折算依据。这些以往让食品厂

商、经销商和商超门店都头疼的问

题，似乎有了新的解决办法。（8月8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临期食品，是指即将到达食品

保质期，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食品，属

于安全食品的范围。换言之，临期

食品不是过期食品，可以销售和食

用。它的优势在于价格相对低廉。

正因如此，临期食品打折销售带来

人气，成了热门生意。

必须正视的是，虽然临期不是过

期，但有关部门对商家销售临期食

品，也有严格规定。2012 年 1 月 27

日，原国家工商总局发文明确要求，

食品经营者对即将过期的食品，应向

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同时，监管部

门也向社会公布了“食品保质期临

界”的6级标准。比如，标注保质期1

年或更长的，临界期为到期前45天；

（比如罐头、糖果、饼干等）；标注保质

期少于15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1~4

天（比如牛奶、活菌乳饮料、主食品、

未灭菌熟食、未灭菌盒装豆制品等）。

可见，有的临期食品，如果超过

了临界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过期

食品。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

对保质期有着特别的要求，一旦过

期，就意味着可能变质，所以绝对不

可食用，但对于多数食品的保质期，

我国目前没有统一规定。特别是对

于过期食品的处理办法，也没有明

确的规定。我国《食品安全法》规

定：“禁止生产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

品，销售者如实记录食品的保质期

和销售日期，如食品已经超过保质

期，应立即停止销售，撤下柜台销

毁。”模糊的界定，加上监管不力，便

让过期食品有机可乘。

可见，虽然临期不是过期，但商

家不能“跨界”。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确保食品安全，是任何环

节都不能不坚守的一条底线。首

先，商家应依法守信经营，销售临期

食品，应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同

时，完善违法食品企业“黑名单”制

度，对纳入“黑名单”的食品企业，限

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予以取缔。消费者在选择临期食品

时，尽量选择正规超市或门店，尽量

选择离到期日较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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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予涵

让全民健身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时事乱炖

微声音

陈春花：把虚假繁忙拿掉
然后去把你的价值做到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

发表演讲：“虚假繁忙”这个词是我最近讲得比较

多的。我觉得我们都太忙了，但是忙得没有什么

意义，就全是虚假的。那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

我们太过受信息干扰，被太多东西影响。其实你

只要专注去做你的事情，你的价值一定可以确定

下来。今天很重要的是，要把虚假繁忙拿掉，然

后去把你的价值做到，这样每个人的价值才会被

创造出来。 @新华社

日前，家住杭州江干区曙光之

城小区的郭女士爆料称，小区里领

垃圾袋的机器换了，原来是刷卡领

取的，从 7 月份开始要先下载安装

APP才能领垃圾袋。郭女士发现安

装的 APP 不仅要开放手机通讯录、

照片库等涉及用户隐私的权限，注

册时也需要与手机号和家庭住址绑

定。“我就领个垃圾袋，为什么连通

讯录、照片库都要开放？”（8月8日

《钱江晚报》）

近年来，许多地方为了推行垃

圾分类，提高公众的积极性，想了不

少办法，其中就包括免费发放垃圾

袋。杭州这种智能垃圾袋发放机，

就是由街道主导、社区配合，组织企

业在各个小区进行安装。“垃圾袋换

隐私”，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

是有关部门授权发放垃圾袋的企业

收集用户信息数据。出于隐私泄露

的顾虑，一些居民拒绝开放手机权

限，主动放弃领取垃圾袋，这显然有

悖于发放垃圾袋的初衷，不利于垃

圾分类工作。

从报道来看，该 APP 至少存在

两处违规。其一，涉嫌过度收集信

息。我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

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

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

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

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收

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

息。手机通讯录和照片库等，都属

于用户的个人隐私，与领取垃圾袋

无关，收集相关信息明显不符合必

要性原则。

其二，涉嫌变相强迫授权。今

年1月起，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

部等部门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

理，明确要求“不以默认、捆绑、停止

安装使用等手段变相强迫用户授

权”。然而杭州这款垃圾袋发放

APP，用户一旦选择拒绝开放隐私

权限，安装过程就会立即停止。这

种做法，实质上就会要挟用户，使其

被迫同意开放权限，属于专项治理

的对象。

发放垃圾袋是一件好事，但好事

还要办好，不能误伤个人信息安全。

打造百姓身边“15 分钟健身圈”、推进公共体

育设施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不久前发布的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给全民健身行动

提出了一系列亮眼的硬指标，成为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的“施工图”。（8月8日《南方日报》）

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加强锻炼有

助于增强体质，保持自己的身心活力。尤其是当

今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工作压力和思

想压力不断加剧，加强体育锻炼尤为重要。然而，

环顾四周，坚持经常锻炼健身的人并不是很多，与

全民健身的号召很不协调。

锻炼其实很简单，有钱没钱都能参与。明知

锻炼有益，市民为何不爱锻炼？固然有工作忙没

时间、没兴趣、自身惰性以及缺乏运动场地等因

素，但究其根源，在于全民健身理念尚未深入人

心。君不见，在体育馆、运动场或者居民小区内经

常健身锻炼的，多是中老年人，很少看见年轻人的

身影。许多年轻人出门，尽管只有一两站地，也要

乘车，不肯步行。这也充分说明，很多市民对于锻

炼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把锻炼当成一种生活习

惯，总认为锻炼是老年人的事，总认为只要身体健

康没亮红灯就用不着锻炼。

时下，全民健身已成为国家战略，培养全民健

身的生活习惯，政府部门可做的事情有很多。比

如，加大体育锻炼的宣传力度，大力推进公共体育

设施建设，积极举办群众性体育活动，发展群众体

育组织，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等等，从而营造

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参与进

来，在运动健身中受益。

放下手机，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到运动锻炼中

去，不仅对个人来说意义深远，也有助于挖掘城市

的多方面资源，推动体育产业健康发展，提升城市

影响力和城市活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树立“每

天锻炼一小时，快乐工作一整天，健康生活一辈

子”的理念，崇尚健身，参与锻炼，推动全民健身真

正“热”起来，成为广大群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享受

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过去的事无法改变
靠谱的人永远目光朝前

如果你有一个梦想，就不必纠结回报，瞅准

方向做就好；如果你找到了方向，就不该挥霍时

间，靠坚韧和付出奋力一搏。永远不要放任自

己，锻炼、学习、思考；永远存有绵绵不尽的心气，

胜不骄败不馁；永远拥有一颗百折不挠的心，既

勇敢又强大。 @人民日报

隐私的“代价”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