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8 月 16 日《新京报》报道，记者 6 月下

旬在大润发超市济南省博店暗访时，发现店

员每天备货时最先处理的是前一天未卖完

的隔夜肉：不新鲜、味不大的当特价肉卖；臭

味明显的冲洗去味后再上柜台；发臭变质无

法处理的，直接绞馅儿或灌香肠。当日，大润

发通过微博致歉，称已对相关肉品全部封存

下架，涉事员工停职接受调查，对涉事门店进

行整改，并在全国门店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

此番调查曝光出的肉品销售乱象可谓触

目惊心，如此行为严重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而且，上述神操作并非小摊贩所为，而是发生

在大型连锁超市。不少人直呼：说好的“放心

肉”呢？

前些天，因蟑螂乱爬、水果腐烂、抹布不

洗等问题，某网红奶茶店被后厨卧底曝光登

上热搜；再之前，某餐厅熟食被放在垃圾桶盖

上，某餐饮公司“鸡块掉地后捡起来继续炸”，

某餐饮公司“蔬菜不洗就下锅、洗菜池洗拖

把”，某餐饮公司“漏勺掏下水道”等消息接连

被曝光。其中，不少都是消费者耳熟能详的

餐饮头部企业，大量消费者正是看重其多年

积累的口碑和形象慕名而去。事发后，不少

消费者慨叹错付了信任，更感到后怕和寒心。

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的不少问题是经

由卧底暗访而被公之于众，“没有几个后厨经

得起卧底”甚至成为类似翻车事件后网友的

调侃。揆诸现实，餐饮行业管理链条长、一线

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往往是食品安全

翻车的导火索。一旦严格的工作流程和操作

规范被所谓的“效率”和“业绩”碾压甚至吞

噬，无论大店还是小厂，食品安全必将危机四

伏，也很难逃过被记者暗访、被消费者维权、

被监管部门查处的命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相关法

律法规、国家标准的建立和完善，如今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有了更为坚实的保障。但不

时曝出的食品安全翻车事件也让公众一阵阵

揪心。

如今，消费者已不仅仅满足于看到包装

袋上“绿色食品”等标签，还渴望了解食品的

详细生产过程；不仅仅满足于买到商家承诺

的“放心肉”“放心菜”，还期待知晓产品进货

渠道、存放时间、储存方式等信息；不仅仅满

足于在餐厅吃到色香味俱佳的菜品，还希望

看到后厨的卫生状况和制作流程……

从前期的食材种植、养殖环节，到后期

的食品加工、流通环节，更多“看不见的地

方”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公众食品安

全意识的全方位提升，正在倒逼相关行业企

业以高标准、严要求，把每一个细节的功课

做足做好，守住食品安全这条食品行业的生

命线。

“没有几个后厨经得起卧底”的调侃背

后，是消费者对光鲜食物背后“看不见的地

方”的担忧，更是对常态化无缝监管的呼唤。

眼下，多地已开始推广扫码溯源、明厨亮灶等

举措，打造“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全链条食

品安全监管体系。让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由

偶然被曝光变为必然被发现和惩处，需要监

管的频率和范围进一步加大。此外，监管也

要兼顾物品与人员，督促相关企业和门店把

好用人关、巡查关、考核关，谨防因人为“掉链

子”导致食品安全折在“最后一公里”。

“我们管不了记者的相机、管不了顾客的

手机、管不了网友的键盘，我们能做的只有极

其苛刻地管好自己的门店。”一位餐饮行业经

营者的话说到了问题的要害。“极其苛刻”理

应成为当下食品安全链条上各方共有的态

度。只有确保每一环节都万无一失，才能真

正守护好食品行业的生命线，守护好百姓“舌

尖上的安全”。

后厨经得起“卧底”，“舌尖上的安全”更有保障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从前期的食材种植、养殖环
节，到后期的食品加工、流通环节，
更多“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公众食品安全意
识的全方位提升，正在倒逼相关行
业企业以高标准、严要求，把每一
个细节的功课做足做好，守住食品
安全这条食品行业的生命线。

“抗衰逆龄、修复DNA、预防老年痴呆”——据新华社报
道，继去年媒体揭露“不老药”躲避监管、广告涉嫌虚假宣
传等问题后，今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函对违法经营“不
老药”行为开启全面排查，但“不老药”依然绕过监管在网
上公开热卖。

“不老药”因在实验中被小鼠服用后产生延长寿命效
果而得名。目前，该药品对人类的延寿效果并未经过临床
试验认证，也未作为药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等获得我
国有关部门许可，但其作为维生素B族的衍生物被列入了
《关于公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告》的“正
面清单”。这种钻空子、搞噱头营销的商品还有多少？一
些电商平台为何屡屡成为问题产品的货架？希望对“不老
药”监管困境的破解，成为有关方面完善政策、相关平台加
强管理的契机，让“查而不倒、禁而不绝”成为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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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药”打不死？

抢注冠军姓名为商标，不应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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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筱晓

近日，艺人张某某在日本靖国神社
前拍照事件引发众怒。几天之内，多个
品牌宣布与其终止合作，社交平台封禁
其账号，视频网站也将其相关作品下架。

除了上述“官方”动作，张某某粉丝
群体的反应同样引人关注，他们呼吁全
体粉丝自省，接受批评。有粉丝毫不给
面子地回复，自己又没错，不该一起接
受批评，“脱粉是最好的选择”——如此
铿锵干脆、有理有据的表态，赢得众多
网友赞赏。有人说，这才是“人间清醒”
的粉丝。

无独有偶，最近，艺人霍某被爆料
出负面新闻，也有追随其多年的粉丝写
下长篇文章，从作品、职业精神、自我管
理多维度对其斥责，并宣布脱粉。

追星可以说由来已久。远在唐代，
“诗圣”杜甫是“诗仙”李白的大粉丝，写
了多首“怀李白”“梦李白”诗篇；近到刚
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为中国拿下首金
的射击运动员杨倩说最喜欢的明星是
白敬亭，男子体操双杠冠军邹敬园则是
关晓彤的“迷弟”。

虽然自诩对娱乐明星绝缘，但中学
时代的我也是一名攒下零花钱只为多
买一盒偶像磁带或一张海报的粉丝。

人总是需要一些仰望的对象，抑或
是情感寄托的对象。明星的出现正好
填补了这样的需要。有人因为才华追
星，有人因为颜值追星，有人因为价值
取向追星……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追星
本身无可厚非。但前提应该是被视为
偶像之人的品行经得起推敲——遵纪
守法、不触碰道德底线、不伤害民族感
情等等，实在不是什么高要求。说白
了，既然靠公众人物、明星偶像的“人
设”吃饭，就该有与之相匹配的德行。

遗憾的是，如此道理在“饭圈”还算
不上共识。前段时间，艺人吴某某因涉
嫌强奸罪被刑拘后，其部分粉丝创建

“救援团”试图进行所谓“营救”活动。
如此荒唐局面，既要归咎于此前众多利
益方长期无序参与娱乐圈造成的混乱，
也是因为粉丝群体年龄偏小，很容易被
群体意识裹挟，甚至被带偏价值观。

近一段时间，随着多部门出手治
理，“饭圈”乱象得到改善。此次张某某
事件中“人间清醒”粉丝的出现，更是给
非理性追星群体送上一股“清流”、树起
一个榜样：追星可以，无脑的不要。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或许算
得上近代成就最高的“追星族”。他的
青年时期在19世纪末的维也纳度过，彼时那里汇聚了全球文
艺界名人。出于兴趣和敬仰，他不断收集名人签名及手稿。
这样的积累，不仅让他成为传记作家，还帮助他在经历二战
后为全人类保留了诸多珍贵的历史原件。

本届奥运会期间，杨倩送给白敬亭的签名照被后者晒到
网上炫耀，关晓彤在邹敬园夺冠后立即送上贺电，包括女子
体操平衡木冠军管晨辰、女子羽毛球双打银牌得主陈清晨等
都得到了偶像不同形式的回应和关注——追星，追着追着就
把偶像追成了自己的粉丝。

行业不同，人们的专业技能不同，但那些值得推崇的品性
却都一样。将谁视为偶像，一定是在其身上看到了某种闪光
的能力或品格。心中有偶像，最好的应援方式不是尖叫、烧
钱，而是以偶像激发自己更多正向力量，促使自己不断前进。

希望有更多“人间清醒”的粉丝，倒逼“偶像”提高人设门
槛，挤掉虚无的水分，让真正德行配位的人成为被“追”的星。

多
些
﹃
人
间
清
醒
﹄
粉
丝

少
些
德
不
配
位
偶
像

酒店管理要看别人的教训打自己的补丁

字秀春

近期，某知名互联网企业一名女员工报警

称其在山东济南出差时遭男上司猥亵，引发社

会关注。随后，红星新闻对“女住客独自登记

入住，陪同男性能否补办房卡”问题暗访，发现

有的酒店拒绝补办房卡要求，但工作人员可以

陪同进房查看；有的拒绝补卡，也拒绝陪同进

房；但也有酒店两分钟就能补办好房卡……

现实中，非住客能进入酒店住宿区的现

象并不鲜见。这是酒店管理上的安全漏洞之

一，必须给这个安全漏洞打上系统补丁。

上述“女员工举报上司猥亵”事件发生

后，有不少类似事件浮出水面、见诸报端：贵

州一女士称公司半年会后遭一男同事性侵，

某知名企业前女员工称遭客户强制猥亵。不

久前，上海某酒店凌晨有裸男闯进一名女士

的房间。而更早之前，有女士入住北京某酒

店，在楼道里被陌生男子强行拖拽数米……

在酒店等公共场所，人们总认为应该很安

全：防火设施设备齐全、逃生通道标示明显、应

急照明灯等一应俱全，甚至窗户开合度也有规

定。但事实上，与设备相比，人的因素更加不

可控。现实中，因一些“闲杂人等”进入酒店而

引发的案件不时发生，且受害者多为女性。

目前，很多酒店除了遵守“一人一证办理

登记入住”的要求，更多依据的是各酒店自己

制定的服务流程，而这套服务流程不仅因酒店

而异，而且员工执行起来也是参差不齐。比

如，有些酒店对人员出入几乎没有管理，“值班

室没人，走进行李寄存处如入无人之境”“不报

房号、不登记身份，零难度进入住宿区”……如

此松散、混乱背后的隐患可想而知。酒店“放

飞自我”、野蛮生长，在安全管理等方面缺乏统

一的强制标准是主要原因之一。

堵上安全漏洞，一方面应从顶层设计上制

定一套强制性的行业标准，如什么情况下可以

再办房卡、什么情况下允许工作人员陪同进房

查看、不同规模的酒店配备多少安全专员等。

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行业内集中开展安全堵

漏行动。如，列出非入住人员探访行为清单，

让工作人员“对号入座”、按流程做出反应；发

布酒店安全事件清单，让大家从普遍性案件中

吸取教训，提高安全意识、甄别能力和应急能

力；在行业内开展安全对标检查等。

保障住客的安全是酒店底线责任，也是酒

店生存发展的基石。同时，酒店的管理和秩序

也是公共场所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美好

生活的一个缩影。只有从日常规范上扎牢安

全的篱笆，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客人的安全，减

少纠纷恶性事件的发生。希望能有更多酒店

通过别人的教训反思、审视自己的管理，把整

个酒店业的安全和服务提升到必要的高度。

木须虫

据 8 月 16 日《新京报》报道，日前，

一企业家驾驶蔚来汽车出车祸身亡一

事，将该品牌汽车及自动驾驶、辅助驾

驶等功能推向风口浪尖。目前，逝者

友人表示，家属希望涉事车企尽快提

供车辆在碰撞前后的行车数据，如刹

车角度、紧急制动等问题；同时提供行

车记录仪的数据，确认现场情况，如事

发时受到碰撞的公路养护车有没有规

范作业。

上述事件的发生，到底是因产品缺

陷导致，还是驾驶者操作不当导致，有待

进一步调查。但可以明确的是，行车数

据是相关调查与维权的焦点，也是廓清

是非的重要依据之一。未来，智能汽车、

自动驾驶普及过程中，这个问题也必须

得到正视和解决。

智能汽车与传统汽车的一个主要

区别，是信息处理技术取代人工驾驶

的判断与操控，通过对不同场景信息

的收集处理，系统作出操控车辆的指

令，这也使得自动驾驶的全过程可记

录、可还原。智能汽车发生事故，事发

时的情况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数据解析

还原的。如自动驾驶过程中发生追尾

事故，当时的刹车状态如何，系统有无

正确响应等。

与车辆剐蹭等显性痕迹不同，数据

在不少人的认知中是可干预、可篡改

的，且非专业人士未必看得懂，某种角

度上，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拥有了主动

权，这让人们对智能汽车的行车数据格

外重视。报道显示，在上述事件中，车

企在警方、逝者家属均不知情的情况

下，曾派人进入停放事故车辆的停车

场，对事故车辆进行了操作,家属认为车

企此举“既不合规，也不合情理，不排除

趁机篡改数据的可能”。

类似的担忧并不是个例。今年 4
月 ，某 知 名 电 动 汽 车 品 牌 因“ 刹 车 不

灵”而遭遇一名司机维权，调查处理的

核心问题也是与数据有关，企业单方

面提供的数据，在当事司机看来缺乏

公信力。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数据

壁垒。车辆的行车数据记录，与飞机、

舰艇之类的“黑匣子”功能类似，可以随

车记录存储，也可以同步上传后台。那

么，为何消费者购买了车辆，却不能掌

握自己的行车数据？企业或许会说这

是商业秘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事关

案件的处理、事关人命，恐怕不能由企

业自说自话。

从智能汽车长远发展和普及的角度

看，数据关是必须要跨越的。哪怕智能

技术再成熟，发生故障、事故的可能性也

并非没有。何况，技术越智能，驾乘者自

身的掌控感就越弱，而事后维权或许也

更难。

一方面，监管层面要围绕智能汽车

的数据加强管理，织密法规栅栏，另一方

面，相关企业应还知情权于消费者，比

如，建立数据第三方备份存证、车辆随车

记录备份等机制。

智能汽车，本该是美好生活、舒适出

行的好帮手，但其发展的前提一定是驾

乘人员的生命安全，不能“丢了西瓜捡起

芝麻”。

跨过数据关、安全关，

智能汽车才有未来

何勇海

近日，大热的古风模拟经营类手游《江南百景图》中出现

歪曲历史的现象：将游戏角色岳飞“魔改（指对某项作品的大

幅度改造）”为“肉袒牵羊”的投降者形象。在一众谴责、批评

的声音下，8月 11日晚，游戏官方发布声明宣布已将角色岳飞

改为手执长矛的将军形象，并对引发的争议真诚致歉。（见 8

月 16日《北京青年报》）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是南宋时期

的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因《岳飞传》《说岳全传》等评书、小说

的传播，岳飞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的“精忠报国”思想更深

深烙印在国人的思想脉络中。

然而，上述手游将岳飞“魔改”为“肉袒牵羊”。“肉袒牵羊”

是古代战争中战败国向战胜国投降的一种仪式，战胜国要求

战败国俘虏赤裸上身，脖子系绳，像羊一样被人牵着，任人宰

割，因此，“肉袒牵羊”中常常有人不堪受辱而自杀。将代表中

华民族面对侵略寸土不让的民族精神的岳飞，篡改成投降者

形象，不仅是侮辱英雄，更是亵渎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

近年来，游戏“魔改”历史人物的现象并不鲜见。比如，在

某游戏中，刺秦的荆轲竟然成为女性；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

亮，在某游戏中成了拥有超强单体爆发输出的收割型、远程消

耗型法师类英雄；诗人李白成了一名刺客型英雄……或许有

人觉得，游戏而已，何必认真？历史古风游戏不过是用了历史

人物的名字而已，与历史无关。当真如此吗？

手游的年轻玩家众多，如果歪曲历史真相，很容易会对他们

造成误导，使他们产生困惑和混淆，无法准确把握历史人物的历

史和精神价值。长此以往，极有可能造成历史不再是历史，而民

族记忆走向破碎与虚无的情况。游戏也要尊重基本的事实和历

史，至少不能与历史南辕北辙，这应该是一条创作底线。

“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这话对篡改历史的游戏

同样适用。游戏创作特别是历史题材的游戏创作，更应当对

历史充满真情和敬畏。对“魔改”现象，有关部门应该坚持“零

容忍”的态度，将其扼杀在摇篮中，避免其对历史文化、对未成

年人、对国人的是非观造成伤害和荼毒。

歪曲历史
不是游戏创作的正途

胡建兵

据 8月 16日中新社报道，近日，东京奥运

会女子单人 10 米台跳水冠军全红婵的姓名

被抢注商标，涉及食品、服装鞋帽、日化用品

等，目前商标状态均为“申请中”。

全红婵年纪虽小，但其在本届奥运会上

的出色表现令人叹服，也因此引起了诸多关

注。目前，全红婵的老家成了网红“打卡地”，

每天有大量网红到她家蹭流量，给她的家人

带来诸多不便。

比去冠军家里蹭流量更让人不能接受的

是，一些商家已经开始运作注册“全红婵”商

标，试图用冠军的热度为自己的商业版图背

书。此外，网友们给全红婵的爱称“杏哥”，也

已被某公司进行了商标注册申请。不得不

说，这种做法是十分不道德、没底线的，也涉

嫌违反有关商标注册的法律法规。

商标一直是商家用以吸引消费者和积累

商誉的利器之一。但现实中，一些商家为了

“搭便车”，将明星、电影角色名称等注册为商

标。“某丹”“某 07”“某利波特”……这些人们

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成了“有心人”的抢注对

象。现在，有商家盯上了奥运冠军，想利用他

们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力追求经济效益，这

不仅是对冠军本人的骚扰和伤害，也是在扰

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授

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政

治、文化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不能当商标。

同时，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

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前述规定

也明确了，商标标志或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

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

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

十条第一款第 (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

响”。也就是说，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

族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等申请注册为商标是

不被允许的。

名人一直是大众目光的焦点，在商品经

济发达的今天，利用名人效应将消费者的目

光集中到商品上的做法比较普遍。但未经当

事人允许，将其姓名和肖像作为商标使用或

注册显然有侵权嫌疑。试想，如果一个奥运

冠军的名字可以被随便注册为商标，那么其

他奥运冠军呢？如果所有商家都这么“搭便

车”，势必扰乱正常的商业环境和市场秩序。

目前，这些企业和个人注册的“全红婵”

等商标还处在申报过程中，有关部门应依法

驳回申请，以实际行动告诫某些企业和个人，

法律法规、公序良俗，不容被“碰瓷”，蹭奥运

冠军热度、发“奥运财”更不应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