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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聚焦“幽灵外卖”人大代表聚焦“幽灵外卖”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暗访“幽灵外卖”3
个月：安全问题触目惊心！》

2021 年，全国人大代表于峰在大连旅顺全职做了 3
个多月的“外卖小哥”。2022年 1月，一份几经修改的《关

于改善外卖食品安全助力行业发展的建议》最终完成。

以平均每天跑 60多公里路来算，3个多月下来，于峰累计

跑了有 6000 多公里。他说，这是一份“笨拙”的建议，是

自己用脚跑出来的。 （本报记者 兰德华）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视频揭秘北京地铁如何防疫消
毒！》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视频揭秘北京地铁如何防疫消
毒！》

近日，北京新增多起新冠肺炎病毒确诊病例，涉及东

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多个区。地铁作为载客量超大的

交通工具，在凌晨 5 点~晚上 11 点的运营时间段内及运

营时间之外，如何防疫消毒？李彤是北京地铁宋家庄站

区宋家庄站的值班站长，听她来为大家揭秘北京地铁的

防疫工作。 （本报记者 白至洁 肖婕妤 史宏宇）

揭秘北京地铁如何防疫揭秘北京地铁如何防疫

怎样吃得好还不长肉？怎样吃得好还不长肉？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聚餐有助减肥？吃得好还不长
肉？｜三工视频·新360行之营养师》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有网络主播提出，从事带货直播

后，公司不一定会签订劳动合同，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不清

晰的问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首

席合伙人袁爱平表示，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等问题，需要

积极探索、创新法律服务，更好地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权益。 （本报记者 乔然 董芳辰 罗筱晓 赵琛））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两会连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保障 | 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不清晰
委员回应：创新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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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飞从事营养师这个职业已有 8 年时间，服务过

3000 多位客户，为近 600 个家庭带去营养膳食的科学理

念。在常飞看来，公共营养师针对个人膳食和营养状况

提供评价与指导，传播营养和食品安全知识，能帮助客

户吃得好又不长肉。 （本报记者 杨召奎 肖婕妤）

到网站下载软件后，电脑里莫名多出几款

不需要的软件，还有不请自来的弹窗广告，电

脑也变得有些卡顿；装有低版本操作系统的儿

童手表，里面的APP无需用户授权就开启多种

敏感权限，轻易获得孩子的位置、人脸图像、录

音等隐私信息；在问答平台、论坛等寻求帮助

时，所看到的问题和答案多是由口碑营销公司

冒充真实用户“自问自答”做出来的……在今

年的央视3·15晚会上，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一

些乱象被曝光。

每年央视 3·15 晚会，对消费者来说，堪

称一份避坑指南，哪家企业被点名、哪类乱象

被曝光，观众在深感震惊之余，也收获了精准

的消费提示。今年晚会播出后，不少网友感

慨，“感觉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就被套路了”“甭

说小心提防了，好几个我连看都没看懂”“简

直一踩一个坑”。

不同于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传统消费

陷阱，近年来曝光的消费乱象出现不少变化，

消费陷阱更加隐蔽，消费者避坑越来越难。

比如，今年 3·15晚会上曝光口碑营销公

司操纵搜索结果，竟可以做到以海量“自问

自答”以假乱真；“免费 Wi-Fi”APP 暗藏陷

阱，消费者不仅根本连不上所谓免费 Wi-

Fi，还会导致隐私曝光；频频接到骚扰电话，

只因用手机浏览网页就会泄露手机号……

商家设下的圈套令普通消费者难以察觉、意

想不到，甚至有的陷阱已然超过不少人的经

验和认知范围。

更多的科技加持、更加细化的“设套”分

工，使得一些消费陷阱设计很是“精密”。儿童

电话手表操作系统版本的高低，直接关乎隐私

泄露的口子大小；口碑营销公司的“万词霸屏”

技术，可以实现用户凡上网搜索相关关键词，

搜索结果都能被口碑公司左右；拨打骚扰电话

的链条上出现诸多利益合谋者，有帮着搭建外

呼系统、隐藏主叫号码、规避投诉和监管的，有

帮着利用大数据精准抓取用户联系方式的。

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特点和动向之下，让缺乏相

关专业知识的消费者一一识别、精准避坑，真

的很难。因此，需要监管部门与时俱进，提升

监管的科技手段，精准打击欺诈乱象。

此外，某些消费陷阱正由潜规则变为明

规则，而消费者多数时候只能无奈就范。如

今年 3·15 晚会揭露的软件下载网站存在捆

绑下载行为，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近日中

消协发布的“2020-2021 年度消协组织维护

消费公平十大典型案例”中，诸如智能电视开

机广告不可关闭、燃气公司强制搭售燃气险，

消费者也再熟悉不过。但是这些问题却成了

消费维权领域多年来一直难以治愈的顽疾。

拿出能“一剑封喉”的技术手段切断这些制造

乱象者的财路，需要监管下更大的功夫。

每年 3·15 前后曝光的消费领域乱象之

所以引来大量关注，就在于相关问题和案例

的典型性，其始作俑者并不局限于一家店铺、

一个企业，其呈现出的特点和趋势在倒逼监

管触角进一步延伸、监管手段进一步升级，尤

其是提升监管手段的科技含量。

“公平守正 安心消费”是今年央视 3·15

晚会的主题，其实也是时下广大消费者的心

声。当消费陷阱日益隐蔽，当某些消费行为

被嵌入“高科技陷阱”，不仅消费者防不胜防、

权益受到折损，更会严重危及市场经济秩序

的诚信根基。

打造更高质量的消费环境，公平不应是

幻想，安心不该成奢求。期待消费维权领域

能有更多新突破、新作为、新成效，助力消费

信心的提振及消费潜力的挖掘，为市场秩序

的健康有序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避坑越来越难？安心消费呼唤监管亮出科技之剑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信口开河的直播带货
很难不“翻车”

图 说G

“捉迷藏”？

弓长

“一直有喝藿香正气水止痛的习惯，虽然

说明书上有注明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但没

留意过，以为会没事。”据 3 月 13 日《法治日

报》报道，广东省广州市一男子服用藿香正气

水后驾车，在某国道上行驶时碰撞防护墙，后

被执勤交警查获。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该男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经鉴

定，从其血液中检出乙醇酒精成分，含量为

167.7毫克/100毫升。据此，其被定为醉驾并

被判处拘役 1个月，罚款 3000元。

未喝酒却被认定为醉驾，不少人对这样的

判罚不解，认为藿香正气水里的酒精不能算作

是“酒”，不少食品药品中也含有酒精成分，比

如此前多地都曾发生驾驶人在食用蛋糕、巧克

力、榴莲等食物后，被检测出“酒驾”的情况。

其实，因吃某些东西而“被酒驾”，当事人

一般稍待休息或用清水漱口后再测，相关数

值就会正常，而且通过更精准的血液检测也

能确定酒精含量不会达到酒驾标准。而上述

报道中的男子在驾驶当天喝了 6 支共计 180
毫升藿香正气水，该药品说明书显示酒精含

量为 40%至 50%。因而，大量服用后会出现

与饮酒一样的行动迟缓、反应滞后等生理反

应，在这种情况下驾车显然很危险。

所以，这中间其实涉及一个对“酒”的认

定和理解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

罪的规定，对“酒”的认定，并不作主动或者被

动摄入的区分，也不局限于白酒、啤酒等人们

通常理解的“酒水”。大量饮用、服用含酒精

成分的药品、食品后，如果达到了生理性醉酒

的情形而后驾驶，同样可能会被定罪。

同时，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并不以造成实

际危害后果为前提。因为一旦实施危险驾驶

行为，就会对公共安全构成一定威胁，而只要

相关行为产生公共安全风险，就符合了相关

犯罪的构成条件。

当然，酒驾认定也有科学、严格的标准。

如口呼、血检等检验结果应相互印证，生理、

物理标准之间要互相支撑。目的就是为了在

最大程度上保护公共安全的同时，维护相关

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应该注意的是，除了酒驾，“药驾”的危害

性同样不容小觑。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包括

抗过敏、抗抑郁、抗高血压等 7大类在服用后

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认为在服用这些

药品后应禁驾，因为从药理学角度看，这些药

物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强度超过了酒精。但目

前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药驾”缺少规定，不少

人对其危害性的认知还不够。

酒驾、“药驾”等行为的危险性必须引起

足够重视。相关部门应加强引导和普法，让

公众走出认知误区，对相关法律规定有更准

确、全面的认识，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共同

保障出行安全和公共安全。

酒驾一定是喝了酒？这点误解要澄清

史洪举

“我和茅台董事长认识十几年了，昨

晚我把他灌醉了，让他签合同给我定价

权”。近日，一场酒水直播带货中，某知

名演员在屏幕前卖力推销茅台虎年生肖

酒。茅台方面回应，此宣传不属实。（见

3月 15日《每日经济新闻》）

上述明星的一些说辞更像是开玩

笑，问题是，有些话不能乱说，尤其是在

直播间这种促成交易、提高销量的场合。

近年来，直播带货如日中天，一些明

星也加入其中，有的确实给消费者带来实

惠，但也不乏问题，如以次充好、虚假宣传

等。无论是明星还是网红主播，带货不仅

仅是卖货，还应当对消费者权益负责。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带货主播应对

其所推荐的商品质量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虽然明星直播带货与电视广告代言

有所区别，但不能因此否定其推荐商品

所发挥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其带货

的行为符合替商家宣传商品并因此获利

等要件，本质上仍属代言人或推荐人。

我国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代言人

是指在广告中以自己名义或者形象对商

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人。广告代言人

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应

当依据事实，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并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

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关系消费者生

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

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

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也就是说，如果直播带货的明星所

推荐的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或虚假

宣传，那么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互联网经济下，一些顶流网红和

明星影响较大、带货较多，获利丰厚，可

一旦产品存在瑕疵或质量问题，其所面

临的赔偿责任等也将相应增大。所以，

这并非一件毫无风险的事情，明星群体

理当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本着对消费

者负责，对自身名誉和形象负责的态度，

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和把关职责，不要

夸大其词或信口开河。

直播带货要立足消费公平，某种角

度上说，直播带货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同时，其实也在为自身赢得利益空间

和发展平台。如果忽略、漠视消费者权

益，为了收益无所不说、无所不做，“翻

车”或许是迟早的事。

谁在纵容“土坑酸菜”四处坑人？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不少老年人是线下实体百
货消费的“主力”，但他们在购买食品类商品时，往往被
部分包装上难以辨认的食品标签难住——有的生产日
期既难找又难认，有的配料成分字体袖珍且与包装色
相近，部分捆绑起来的促销商品甚至把生产日期、保质
期等关键信息“藏”了起来……

上述问题，有的确实是包装和标签设计不合理、欠
考量，有些则是刻意为之，缩小诸如含有防腐剂及致敏
物质提示的字体等不利于销售的信息。包装和标签不
仅是商品的门面，更是其“身份证”，是满足消费者知情
权的重要载体，需要商家多花些心思。但这心思显然
要花在多些人性化设计、多注重消费者需求上，而非用
于过度包装、扰乱视线、隐藏关键信息等。在用心做好
产品的同时，把包装和标签做好，无疑是加分项——愿
更多企业能明白这个道理。 赵春青/图 韫超/文

冯海宁

号称泡在坛子里用传统工艺发酵制作的

老坛酸菜，实则是从外面收购来的“土坑酸

菜”，不仅在制作和搬运过程中，混入树叶、纤

维等杂质，且相关人员在坑中光脚踩踏、乱丢

烟头，存在诸多食品安全问题——央视 3·15
晚会的报道指出，湖南插旗菜业有限公司等

企业为多家知名企业代加工酸菜制品，随后，

康师傅、统一回应称，已采取“封存”举措并致

歉。（见 3月 16日《北京青年报》）

“土坑酸菜”冒充“老坛酸菜”，画面触目

惊心，让人感到恶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早已成为一

种常识。然而，我们常吃的“老坛酸菜”，从其

生产过程来看，毫无安全、卫生可言。这既暴

露出土坑腌制酸菜的散户对食品安全毫无敬

畏意识，更反映出相关企业对“舌尖安全”并

不在意，也说明一些知名企业对相关食材供

应商缺乏监督和管理，等等。

上述报道折射出的多重问题也为我们敲

响了警钟。

其一，监督失守。酸菜加工企业应该对

散户提出明确要求，监督腌制过程，收购时严

格把关；企业选择酸菜供应商前应深入调查

合作对象，考察、监督加工场所、工艺及过程，

收货时也要把好质量关；相关监管者应在日

常执法中及时发现一些稍微用心就能发现的

问题……遗憾的是，几乎各个环节都没能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其二，双重标准。虽然加工企业有标准

化腌制池，但腌制池里腌制的酸菜用于出口，

供应国内市场的则是“土坑酸菜”。可见，在

酸菜质量、安全方面，出口与内销实行的是双

重标准。而造成该产品“双标”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面临的处罚不同——据收购“土坑酸菜”

的企业负责人介绍，酸菜有杂质在国内顶多

处罚一两千元，但国外至少罚款 10万元。

其三，有法不依。我国保障食品安全的法

律与标准越来越完善，但相关企业可能并未执

行。比如，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者应当

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对无法

提供合格证明的食品原料，应当按照食品安全

标准进行检验。但现实中，有关企业并不检测

卫生指标，甚至纵容防腐剂超标等情况。

目前，相关企业已对涉事酸菜包产品封

存。实际上，封存只是防止问题食品再流向市

场，问题是，已经销售出去的酸菜包如何处置？

最新消息显示，涉事当地已成立由多部门

组成的联合执法组，连夜赶赴涉事企业，对所

有产品全部就地封存，对企业相关人员予以控

制，对外销产品立即启动追溯召回措施，并全

面停止农户土坑腌制行为。这是现阶段应有

的处置态度，接下来，如何对相关企业开罚单、

如何对监管失职行为追责，人们同样关注。

进而言之，上述调查中暴露出的有些问

题，在其他商品的制作、生产中未必没有，无

论是相关企业还是相关职能部门，都应借此

检视、反思自己的相关行为，看看自己到底有

没有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是否真正把食品

安全摆在了突出位置。这事关每一个百姓的

健康乃至生命。

当消费陷阱日益隐蔽，当某些
消费行为被嵌入“高科技陷阱”，不
仅消费者防不胜防、权益受到折损，
更会严重危及市场经济秩序的诚信
根基。拿出能“一剑封喉”的技术手
段切断这些制造乱象者的财路，需
要监管下更大的功夫。打造更高质
量的消费环境，公平不应是幻想，安
心不该成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