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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评 论

执法快速响应
为反食品浪费法立威

□蒋璟璟

近日，由于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未主动对消
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
浙江瑞安某火锅店接到行政处罚
决定书。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在当地一家火锅店日常
检查中发现，某张餐桌旁消费者离
开后，桌上、锅内剩余菜量较大。
在接受问询时，店主承认经常有客
人点餐后没有全部吃完，剩下的菜
品基本被直接倒入垃圾桶。店主
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没有主动提
醒消费者打包或适量点餐。

（新华社）
被罚商家直言，“没想到查得

这么快”。实际情况是，非但当事
人始料未及，舆论对于这波快速的
执法响应，也多多少少有些意外。
这其中，固然有以案说法、普法宣
教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传递出

职能部门常态化严查食品浪费的
决心。新的法律法规刚刚生效，正
是需要在一起起具体的个案办理
中，具化效力、树立权威。

“未提醒消费者防止浪费，浙
江一火锅店被处罚”，本案本身并
不复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
浪费法》明确规定，“餐饮服务经营
者未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
浪费提示提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在这一案
例中，涉事商家可谓是非常“精准
到位”地触犯法条了。

梳理此事的来龙去脉，我们
明显可以感受到，反食品浪费法
的两大典型特征：其一，立法条款
事无巨细全覆盖；其二，惩戒手段
丰富多样有梯度。需要补充说明

的是，反食品浪费法还规定了，
“商家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最高罚1万元”。严格区分主观故
意、客观后果等具体指标，精细施
为的反食品浪费法，更具现实适
用性和引导力。

从宏观制度设计来说，反食品
浪费法，是建构了完善的、可行的
治理闭环的。一方面，其主要的约
束对象锁定于餐馆等商业机构；另
一方面，则指定了市场监管部门作
为执法主体。这种安排，理顺了权
责关系，也大大提高了行政执法的
效能。最近，有关执法过程之所以
能迅速开展，恰是得益于此。高频
次、有说服力、有公信力的执法样
本，对于激活反食品浪费法的现实
生命力，对于加速全社会形成自觉
反食品浪费的“价值共识”与“行动
一致”，是及时而必要的。

贵州省纪委监委近日通报了
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
问题。其中，毕节市大方县自然资
源局局长黄家发官僚习气严重的
问题引人关注。

通报指出，黄家发 2011 年至
2020年担任大方县自然资源局（原
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
作风霸道，特权思想严重。在单位
食堂中，必须由黄家发先行打饭
后，其他干部职工方可用餐。黄家
发多次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在党的
十八大以后仍毫不收敛。今年 1
月，他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和公职。

“小特权”背后往往藏着大问
题。值得警惕的是，黄家发并非个
案。2020年9月25日，山东省乳山
市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徐华伟因工
作原因扇打辱骂下属；云南省昆明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
长陈波把自己当“土皇帝”，搞小山
头，把干警当“随从”，要求下属“见
到我车就得敬礼”。

这些案例反映出，个别党员干

部不但党性缺失，更缺乏教养。
一些领导干部特权行为层出不穷
的根源在于官本位思想严重，他
们往往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群
众，只习惯于让别人服从，而不习
惯以平等心态与同事相处、解决
矛盾和问题。

反腐重在防微杜渐。一些领
导干部可能以清廉自许，认为只要
不贪污贿赂，在单位享受一些“小
特权”没什么，但要知道，领导干部
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党和政府的
形象，一些“小特权”行为在群众眼
里就是给党和政府抹黑。更不用
说，许多落马干部的违纪违法，都
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
变的演变过程，一些不起眼的“小
特权”行为被习以为常之后往往导
致更为严重的特权腐败，乃至滑向
毁灭的深渊，绝不可等闲视之。

值得一提的是，黄家发和陈波
都曾担任所在单位的“一把手”。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由于害怕被

“穿小鞋”的原因，下属往往对“一
把手”的特权行为敢怒不敢言。这

也警示相关部门，要着力破解监督
“一把手”难的问题，一旦发现领导
干部存在特权行为，就要严肃处理
和及时通报。对于一些不起眼的
特权行为，纪检部门要经常组织领
导干部所在单位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及时进行谈话函询，让“红红
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对党员干部
身上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批评教
育帮助，就可能避免小问题变成大
问题，甚至最后演变成违法犯罪。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日
常工作或生活中，普通职工出于各
种原因，对领导予以谦让已成为常
态。但领导干部不能对此习以为
常，自以为“高人一等”，而应在工
作和生活中保持谦卑，给予下属关
心和关爱，努力同下属打成一片，
树立良好的党员干部形象。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
对特权没有休止符。领导干部应
当告诫自己，唯有摒弃特权思维，
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才能
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据半月谈

热 点 锐 评

局长先打饭，职工后用餐？
领导干部不能对“小特权”习以为常

□郑明鸿

教育部日前发布的全国儿童
青少年近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
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较前一年的50.2%有小幅上升。
超过一半的孩子是“小眼镜”，这一
情况需要引起各方警惕和关注。

“小眼镜”越来越多的原因多
样，有专家指出，最主要原因是缺乏

必要的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现在，
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不足。在学
校，他们体育锻炼的时间，被考不完
的试、写不完的作业一再挤压。放学
后，孩子们又要上各种培训班、辅
导班。而且在教学和布置的作业中，
部分学校过多依赖电子产品。同时，
有些孩子户外活动的意愿也不强

烈。此外，可供孩子玩耍的户外场地
也有限，而安全问题也困扰着家长。

大量孩子受到近视困扰，表现为
戴上小眼镜，但更大的问题是可能出
现的身体素质下降。野蛮其体魄，可
从降低近视率入手，家庭、学校、社会
共同为青少年强健体魄创造条件，
让他们野起来、疯起来。据新华社

这两天有两则新闻，
看后让人颇为感慨。一则
是江苏5名在校大学生利
用肯德基APP客户端和客
户端之间数据不同步的漏
洞，骗取兑换券或取餐码，
售与他人牟利20余万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另一则是一对上海小
学生姐弟，遛狗时意外捡
到51万元现金，毫不犹豫
交给了警察。

对于意外之财的处
理，大学生和小学生的表
现 完 全 不 同 ，结 局 也 迥
异。大学生拿不了不该拿
的东西，受到了法律制裁；
而小学生面对巨款毫不动
心，不仅获得一片赞扬声，
还得到了公益组织的奖
励。

君 子 爱 财 ，取 之 有
道。这么简单的道理，小
学生懂，有的大学生却不
懂。难怪有人说：现在是
幼儿园学小学的知识，小
学学中学的知识，中学学
大学的知识，大学回头学
小学的做人道理。不得不
承认，发现商家漏洞的大
学生很聪明，可是，他们的
聪明却没有用到正道上。
自己吃了免费大餐不算，
还动起了靠此批量牟利的
歪脑筋，最终将自己送进
了监狱，可谓得不偿失。
对比小学生姐弟的表现，
他们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所谓学识不与年岁长，徒
增膏腴。大抵说的就是如
此。

更让人诧异的是，这
个道理不仅是几个大学生
不懂。对于大学生薅羊毛
的举动，竟然还有不少网
友跟帖表示，“商家自己的
漏洞，应该自己埋单”“责
任 在 肯 德 基 ，不 在 大 学
生”，这种神逻辑无异于你
家丢了东西，应该怪自己
防 盗 没 做 好 ，与 小 偷 无
关。有些人就这么理直气
壮地颠倒黑白，实在让人
无语。

商家有商家的问题，
但商家的疏忽不是自己心
安理得侵占他人财物的理
由。眼里只看到别人的问
题，看不到自己的毛病，甚
至文过饰非，以别人的问
题来掩盖自身的错误。这
种问题更严重。而遗憾的
是，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
里，这样的人均不少见。
他们明显带偏节奏的不正
当言论，值得警惕。

小节失察，易生大乱；
小错不纠，终酿大祸。希
望几名大学生能够从中吸
取教训，也提醒大家，别把

“薅羊毛”当作不拘小节。
走正道方能不入歧途。

据广州日报

近日，一名海南美
食博主录下食用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法螺的
视频，并配文发布到多
家网络社交平台。琼
海市潭门海岸派出所
调查后，以涉嫌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
厨师兼美食博主邹某
壮等三人依法刑拘。

作为长棘海星的
天敌，法螺被称为珊瑚
的保护神，在生态系统
中具有平衡作用。对
于这一珍贵的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邹某壮竟
然将其当作自己的下
酒菜，还感叹“肉质劲
道”。如此胆儿肥，既
是对生态保护的无视，
也是对法律红线的践
踏。不仅如此，通过多
个平台发布吃法螺的
视频，向网友做出错误
示范，传递不良消费价
值观，影响更为恶劣。
拿国家保护动物当盘
中餐，靠违法行为博眼
球，最终害人害己。

也有网友为博主
辩护，认为这几人可能
对法螺被列入《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一事并不知情。其实
这名博主是明知故犯，
如果不知道法螺的珍
贵，也就不会拍视频炫
耀了。而且有网友爆
料，在法螺进入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名单的审
核期，该博主就食用过
一次法螺，且被网友轮
番提醒，甚至该博主粉
丝还与其他网友掀起
骂战。难道由自身引
起的口舌之争，还不足
以引发他对法律知识
的关注？再说，作为一
名职业厨师，作为粉丝
众多的美食博主，对什
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难道不加辨别？“不知
情”不是这名博主该有
的职业素质，更不是践
踏法律的挡箭牌。

最近，吃播行业乱
象频现，部分美食博主
一次次刷新下限。有
人直播胡吃海喝，浪费
了粮食资源，也损伤了
自己的身体；类似这名
博主，发布食用湟鱼、
水鸟等国家级保护动
物 视 频 的 ，也 不 在 少
数。当美食博主，可不
能什么都吃；无论是什
么领域的博主，都得有
自己的出镜底线。在
视频社交平台这类大
型 秀 场 ，如 果 目 无 法
纪、随性而为，只能付
出应有的代价，最终黯
然退场。

据北京晚报

麻 辣 观 点

别把“薅羊毛”
当作不拘小节

□ 谭敏

观 点 1+1

直播吃法螺
必定难逃法网

□ 殷呈悦

微 评 论

预防近视，要让孩子们野起来疯起来
□王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