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跳绳达标“焦虑症”背后的“培训依赖”
□ 苑广阔

禁止外卖送上楼需多方纾解
□ 杨玉龙

热点冷评

昨天中午12点左右，“饿了吗”外卖员小张

的手机上跳出一个新订单，配送地址是余杭临

平华元大厦。他心里咯噔一下：接还是不接？

要知道这是幢38层高的大楼啊。犹豫之后，他

决定即刻出发。到了大厦门口，小张听见了一

个熟悉的声音，“这里不准送上去。”原来大厦

里的写字楼、酒店式公寓和住宅一律不准外卖

上楼。（10月9日《钱江晚报》）

禁止外卖送上楼或者禁止外卖员乘电梯，

各方都有自己的难处。于物业是为了业主的

安全着想不得不为；于消费者点餐不能送上门

显然增加了不便；于不点餐业主来讲，如果纵

容外卖员上楼会埋下被骚扰的隐患。所以，物

业采取“因噎废食”一律不准外卖上楼的“一刀

切”做法，虽会给某些业主和外卖员带来不便，

但也终归是下下策。

笔者以为，此类问题并非无解，关键是各

方多些理解和支持。从外卖员角度来讲，如果

和消费者搞好沟通，精准送到位，而不是故意

或无意骚扰其他业主，恐怕也就不会令人反

感。所以，纾解此的第一钥匙在于加强对外卖

员的管理，尤其是外卖平台应该加强外卖员素

质提升，杜绝转个身就在墙壁上涂抹脏话，或

者故意骚扰其他业主的坏习惯。

从物业方面来看，禁止外卖送上楼的做法

虽情有可原但终归是欠妥的。物业方面应该认

识到，禁止外卖送上楼的做法是否于法有据？

对此类现象有律师解释，物业这样的规定既然

是以保护客户的利益为出发点，那么保护的范

围也应该包括其利益的延伸，因此对外卖小哥

的体谅实际上也是对客户利益的保障。所以，

物业与其禁止不如在创新管理上多动脑筋。

另外，从消费者角度来讲，在订餐时，既然

需要送餐上门，一方面要准确提供自己的住

址，也应保持电话畅通，以确保外卖员的准确

及时送餐；另一方面对于物业禁止外卖送上楼

的规定，可以提前和物业沟通一下，确需送上

楼的物业也不会太死板。同时，若必须自己下

楼取餐时，不妨行动一下，尽量不要因自己的

事儿给他人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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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看清“AI算命”的“算钱”真面目

与传统形式的迷信相比，披着“大数据、人

工智能”外衣的网络迷信，因其打着科学的旗

号、宣扬技术的加持，往往更具有欺骗性、迷惑

性。各种形式的“AI算命”并非完全免费，用户

想要看到详细完整的内容，往往需要付费购买

增值服务，或以“邀请好友”“看广告”等增加下

载量或广告收益。此外，用户在算命时授权个

人信息、上传照片以及分享指定动作的视频，

也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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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卫芳

保健食品标注“不是药”是一种消费保护

时事乱炖

为了让保健食品不是药物观念深

入人心，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监管，让

消费者明白消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

前发布《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

明确规定，自明年1月起，在产品最小

包装物的主要展示版面上设置警示区，

明确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

替药物治疗疾病”警示语，同时警示区

面积不小于其所在版面的20%，使用黑

体字印刷。（10月10日东方网）

多年以来，保健品市场“乱象丛

生”，欺诈和虚假宣传屡禁不止，已成

为一大社会顽疾。由于许多消费者对

保健品知识知之甚少，辨别能力较弱，

加之一些不法商家的虚假、夸大宣传

“铺天盖地”，致使许多消费者上当受

骗，深受其害。可以说，保健品市场乱

象，一直饱受诟病。

为整治“乱象丛生”的保健品市场，

早在2017年7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9

部门就联合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专项整治。2019年1月，市场

监管总局又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保

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

但笔者以为，整治“保健品市场乱

象”，仅靠“专项整治”“百日行动”等

“短效举措”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跟

进“长效机制”。笔者以为，除了规范

保健食品功能声称、广泛开展保健食

品科普宣传、组织开展保健食品标签、

说明书虚假宣传专项监督检查等长效

机制之外，在包装上使用黑体字标注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治疗疾

病”，无疑是整治“保健品市场乱象”的

一个好办法，这既有效地避免不法商

家欺诈、虚假宣传，又向消费者普及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治疗疾

病”等健康知识，提升消费者对违法行

为的识别力、抵制力和免疫力，引导消

费者明白消费、理性消费。同时，这也

是一种“消费保护”。

俗话说:“食品安全大于天。”因

此，笔者衷心希望相关监管部门不妨

从“标注”入手，提高保健食品安全的

管理水平，有效治理“保健品市场乱

象”，守护好保健食品安全，确保“舌尖

上的安全”，从而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的健康权益。

微声音

12个治打嗝的小方法
总有一个能帮到你

美国科普网站“事实现场”总结了 12 个治

打嗝的妙招，经常打嗝的人不妨一试。1.捏着

鼻子喝水；2.喝蜂蜜水；3.吃一小勺辣椒酱；4.屏

住呼吸；5.用力伸长舌头；6.吃甜食；7.吃酸的食

物；8.咳嗽；9.吃花生酱；10.用冰水漱口；11.嗅

浓郁的气味；12.用舌头按摩上颚。@生命时报

“我感觉儿子

上的是体校！”近

日，因为上小学二

年 级 的 儿 子 被 要

求每天坚持跳绳，

一 位 来 自 杭 州 的

母 亲 发 出 了 这 样

的“呐喊”。因为

老 师 要 求 全 班 同

学 每 天 坚 持 视 频

打 卡 ，跳 绳 每 分 钟 要 跳 185 个 才 算

“优秀”，让这位母亲“压力山大”。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让孩子尽快学

会跳绳，市场上还兴起了针对学前

儿童和一二年级小学生的“跳绳培

训班”，并且价格不菲。（10 月 10 日

《成都商报》）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

一年级男生一分钟跳 17 个及格，跳

109 个满分，女生一分钟之内跳 17 个

及格，跳 117 个满分，年级越高，要求

也就越高，并且测评成绩会和学生

的 评 奖 评 优 挂 钩 。 作 为 学 生 的 父

母，自然不想让跳绳成绩成为孩子

获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的阻

碍，所以让孩子练习跳绳的积极性

才空前高涨。

但不管怎么说，跳绳作为一项体

育锻炼方式，不但可以有效提升青

少年的协调能力和灵敏度，而且对

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强身健体具有

多方面的积极意义。这应该也是国

家制定出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根

本目的所在。然而，很多小学生乃

至幼儿园孩子的父母，为了让孩子

达 标 ，为 了 顺 利 通 过 测 评 ，拿 到 高

分，却陷入了“达标焦虑”当中。更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市场上还出现

了专门的“跳绳培训班”，收费价格

动辄千元起。

在多数网友看来，这有些不可思

议，因为跳绳并非多么高难度的运

动项目，参与的门槛很低，只要勤加

练习，就会越跳越好，越跳越多。而

一些体育运动方面的专家也赞同网

友的看法，认为花钱给孩子报“跳绳

培 训 班 ”完 全 是 劳 命 伤 财 ，多 此 一

举。“跳绳培训班”的出现，甚至说报

名者众，背后真正暴露出来的问题，

实际上是父母的“教育懒政”，也是

一种“培训依赖”。

殊不知，这是一种成本很高，但

效率很低的提高成绩的方法，不但

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同时还加

重了孩子的学习负担，值得为人父

母者反思。

该跳的不跳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