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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当前，边角料食品受到越来越多年
轻人的热捧，网购平台成为边角料食品最大的
销售渠道。有消费者称，“永远不要对‘边角料’
抱有偏见！”原因很简单，边角料食品就是那些
被压碎挤破，品相不太好的食品。其口感与正
品无异，价格却便宜不少，绝对是“物丑价廉”的
佳品。

从被嫌弃到受青睐，边角料食品走俏了。
一来，它可减少浪费。如果因卖相不好就扔掉，
因为是边角料就视为废料，不就是浪费？二来，
它可减少商家损失，也能让消费者得实惠，“物
丑价廉”，何乐而不买？但是，不能因为食品是
边角料而让其成为监管盲区，也不能因为边角
料食品价格低廉就放松监管。

从媒体报道看，一些边角料食品存在的问

题不少。比如，一些无良商家以次充好，销售
“三无”产品，这就不是小事，而是涉嫌违法。再
比如，有消费者发现，在购买的边角料食品中发
现过“不明产品”，有些同一包装内的食品吃起
来口感味道相差很多，不像是同一批次、同一生
产线生产的食品。无论是以次充好，还是胡乱
混合，都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伤害了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更可鄙的是，部分商家用低质量产品、宠物
食品和临期食品冒充零食边角料；部分商家通
过包装方式误导消费者，产品真实价格甚至高
于正装产品；还有的商家仅将边角料作为营销
概念，添加至商品标题中吸睛。如此种种，都让
人不可接受，深恶痛绝。无良商家这样做，既欺
骗了消费者，还势必破坏消费者的信任感，透支

社会互信，对那些合法销售边角料食品的商家
造成不公。消费者购买边角料食品，是基于有
保证质量的前提。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商家销售边角料
食品也需遵守食品安全法。比如，食品经营者
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
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
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
容。换言之，卖什么就得是什么，不能弄虚作
假，把低质量产品冒充边角料食品来销售。

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对于边角料食品，
并没有对应的产品标准或管理规范，使其处于

‘灰色’地带。”出台产品标准是一个层面的事，
强化日常监督则是另一个层面的事。就拿无良
商家销售“三无”边角料食品来说，执法部门就

有权力依法监督，主动查处。至于用宠物食品
等冒充零食边角料销售，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
涉嫌违法，执法部门有责任依法严惩。

边角料食品是零碎的，但同样事关消费者
权益，事关食品安全。边角料食品走红，监管
不能“碎片化”。监管应全面出击，精准发力，
而不能任其问题丛生。据统计，2022 年第一季
度，零食边角料相关产品在某电商平台销售额
为 2030 万元，同比增长 1749.23%。单从销售量
看，说明边角料食品市场较为广阔，这更提醒
相关部门主动作为、担当善为，以常态化监管
消除边角料食品存在的问题，以严格执法震慑
无良商家，以有力有效的措施维护食品安全，
让消费者安心。

（来源：光明网）

“快剪不起头发了，春节期间会员价 28元变
58 元，非会员 40 元变 80 元。”“平时常去的 15 元
小 区 理 发 店 ，现 在 也 要 30 元 了 ，还 得 排 队 预
约 。”…… 年 味 越 来 越 浓 ，谁 不 想 美 美 地 过 个
年。不过，最近很多理过发、做过美甲的读者反
映：“春节假”还没放，倒是在常去的店里“享受”
到了“春节价”。

“春节假”还没有放，消费者却提前数天“享
受”到“春节价”，这是普遍现象，不限于美发、美
甲、美睫等“爱美”行业，也出现在洗车、家政、餐
饮、衣服干洗等行业。据报道，有的商家甚至在
离春节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半的时候，就抢先开
出“春节价”，且消费得越晚，价格越贵，让顾客
觉得“吃相太难看”，却又不得不消费。

按照许多人的朴素理解，“春节价”应该是
春节期间的价格。对于真正的“春节价”，近年

来不少人都持以一种理解的态度，一者，人们的
消费需求大大增加，而部分商家又停止了服务；
二者，春节期间员工工资、运输费用等成本也在
增加；第三，消费者普遍在享受节日的团圆与美
好，而部分行业的人却在为节日的团圆与美好
服务，他们的牺牲还是挺大的，涨价可视为对企
业、商家及其员工的补偿。

不过，从法律角度说，真正的“春节价”必须
明码标价，向消费者事先告知，这是商家法定的
义务，以便于消费者在知情之下自愿选择消费
或不消费。而且，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涨
价要适度，必须坚决杜绝乱收费、乱涨价，以避
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损害其商家的形象和长
远利益。

从传统佳节的美好寓意角度说，当商家对消
费者不告就涨价，甚至“狮子大开口”，势必挫伤

与消减人们的过年幸福感。春节是中国人最为
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亲朋好友欢聚的、欢乐祥和
的传统佳节，本来应是中国人一年中平均幸福最
强的日子。在这个喜气洋洋的节日，如果挨了商
家的“宰”，消费者还有过年的幸福感可言吗？

而对于“春节假”远远未到，商家就抢先开
出“春节价”，人们自然难以理解认同。真正的

“春节价”尚且要遵守一定规矩，提前了数天的
所谓“春节价”更不用说。无论是商家抢先开出

“春节价”，还是春节期间漫天要价，都是让“春
节价”变为“春节劫”的行为。一时得利，未必能
长久获益。

春节是人情大交流的契机，你来我往，人情
荡漾，故有给长辈红包、给晚辈压岁钱，甚至给
陌生人派利是等风俗。可见，无论怎么样，春节
始终是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商家在迎接

与欢度春节时应有“利他思想”，以良好服务拉
近与消费者的关系，过度涨价甚至是搞价格欺
诈，让商业味盖过了人情味，也有违春节的本
质。过春节是继承传统，那么，商家就要继承我
们民族的文明经商、仁义经商、货真价实、童叟
无欺的传统基因。

鉴于“春节价”越来越提前，鉴于各地春节
期间仍存在串通涨价、模糊标示价格、不按规定
明码标价等价格行为，监管部门有必要对春节
涨价的时间、幅度进行规范，避免涨价时间过
长，涨价幅度过大；有必要加强春节前夕、春节
期间的市场巡查，密切关注商品服务价格变动
情况，及时受理消费者的价格投诉举报，严厉打
击价格违法违规行为，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者
依法从快、从严、从重处罚，并公开曝光。

（来源：东方网）

前不久，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公开一起全
链条流量造假案，该案链条上的 6 个犯罪团伙、近 20 名犯罪
嫌疑人，有中介、卡商、技术人员……上下游完整、分工明
确，“服务”商户完成虚假交易、作出虚假好评，进行流量造
假，也就是刷单。

尽管只有几元、十几元一单，但“刷出来的好评”就是
“虚假的好评”，会扰乱市场公平交易、公平竞争的秩序。一
个方面是，“刷出来的好评”加剧了不公平的竞争；另一个方
面是，“刷出来的好评”欺骗了消费者，蒙蔽了消费者的眼
睛。

春节前后都是消费的旺季，越是这个时候越是需要对
“刷出来的好评”进行大力度的治理，不能让“刷出来的好
评”闹新春，要给“刷出来的好评”来次新春除尘，维护春节
市场的商业秩序。

其一，请人刷单，不妨征信管理。针对刷单商户，目前
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2 年 10 月底，上海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刷单
炒信案件 60 余件，主要查处对象为使用刷单手段且情节较
为严重的商户。其实，我们不妨也把此类商家纳入“征信体
系”，让他们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买单。

其二，帮人刷单，需要追究责任。随着对刷单违法犯罪
活动刑事打击的开展，一些中介、“刷单工作室”等愈发隐
蔽，在网络交流中以“补量”“运营”为名开展业务，以网页链
接、小程序等方式接单，逃避监管，但从事的业务类型却越
来越广泛。因此对于帮人刷单的组织和个人，需要严厉打
击。

其三，面对刷单，学会辨别真伪。对于消费者而言，需
要学会辨别留言和订单的真伪。虚假好评、虚假订单还是
有“蛛丝马迹”的。比如，有的商品的留言区，不少留言“内
容差不多”，这就十分可疑。比如，有的网店不大，却好评如
潮也十分可疑。作为消费者要远离“刷出来的好评”，多些
理智的分析，不被“刷出来的好评”带歪了。

（来源：广州日报）

■何勇海

“春节价”不该“想咋涨就咋涨”

■王石川

边角料食品持续走红，监管不能“碎片化”

■郭元鹏

岂容刷出来的好评混淆视听

春节日益临近，人们即将迎来家人团圆、亲朋相聚的欢乐时
刻。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相对多发，易肇事肇祸。记者
1月 17日从公安部获悉，为守护群众平安过年，公安部交管局部署今
起在全国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严防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恶
性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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