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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500 多名务工人员免费搭乘 G1904
次列车从定西北站出发，前往福建省福州市返岗
务工，这是甘肃省今年开行的首趟返岗务工高铁
专列。

据了解，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与甘
肃、福建两地人社部门提前对接协调，通过线上线
下报名的方式，掌握务工人员返岗信息，推出“定制
化”专列，助力务工人员有序返岗。

图为当日务工人员在定西北站候车。新华社发

甘肃今年首趟返岗
务工高铁专列发车

近年来，节约粮食、倡导光盘已经成
为社会共识。不过，“新华视点”记者春节
前后在上海、山西、广东等多地调查发现，
在婚宴、商务宴请、豪华酒店中，“舌尖上
的浪费”仍然时有发生。

促进观念更新，推动法律落地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陈新华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当前各地餐饮业正在复苏，一些
地方“舌尖上的浪费”故态复萌。必须进一步强化节约
意识，减少粮食浪费。

反对餐饮浪费，关键在于人们观念的更新。广东
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程钢指出，应该让更多消
费者认识到，养成节俭、适度的餐饮习惯，不仅可以省
钱，更是现代社会理性、文明的表现。

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已
经于 2021 年 4 月实施，对相关主管部门、餐饮服务经
营者、餐饮外卖平台、个人等均提出防止食品浪费的
具体要求。比如，婚丧嫁娶、朋友和家庭聚会、商务活
动等需要用餐的，组织者、参加者应当适度备餐、点
餐，文明、健康用餐。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邢媛认为，从社会
心理角度来说，很多消费者受到群体文化影响，往往
会采取从众、随大流的消费方式。有关部门和媒体等
要引导公众树立节约意识，崇尚理性消费，相关法律
执行、监督工作也要细化跟进。

程钢表示，宴会中的餐饮浪费是个老大难问题。
一方面要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引导，另一方面要在企
业端解决问题。

陈新华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大型连锁餐饮
企业，已经通过集中备料减少损耗、按需加工提高利
用率、加强库房管理减少食材过期浪费等方法提升经
营水平。

婚宴、商务宴请、豪华酒店……

“舌尖上的浪费”仍时有发生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近期走访上海、山西、
广东等地的高档酒店餐厅，发现
食品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其
中，婚宴、自助餐是浪费的“重灾
区”，西点、冷菜等类型食物浪费
率较高。

记者日前在上海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的自助餐厅看到，
临近收餐时间，取餐区的食物仍
多有剩余。记者观察到，一些餐
桌上，消费者剩余不少食物。该
自助餐厅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当天未吃完的食物将全部倒
掉，不会留到第二天。为了减少
食物浪费，餐厅会根据住店客人
的数量预估大致的食材量，但很
难做到精准。

记者日前在山西省太原市
小店区花园假日酒店看到，当天
中午正在举行婚宴，大厅内摆放
着 30 多张圆桌，宾客坐得满满
当当。随着婚礼进入尾声，宾客

逐渐离场。桌上的餐食浪费严
重，三分之二的桌子剩下的饭菜
超过七成。盐焗鸡、面条、馒头
……除了部分宾客将鲍鱼等海
鲜打包带走，大部分剩菜无人问
津，很多已被打开、剩余超过半
瓶的果汁饮料也丢在桌上。

在广州一家海鲜酒家，记者
看到，婚宴结束时，一些食客将
主食、酒水饮料等打包带走，而
白斩鸡、清蒸鱼等菜品大部分被
剩下。

山西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
说：“结婚摆宴是人生大事，一般
都会遍请亲友。主家为了面子，
饭菜一定得丰盛。为此饭店提供
从 1888元到 5888元一桌不等的
套餐，还可私人定制，上不封顶，
价格较高的套餐里有老虎斑、帝
王蟹、佛跳墙等。每桌都是 8 个
凉菜、10 个热菜，一般都吃不
完，往往会剩下一些。”

婚宴、自助餐、豪华酒店为浪费“重灾区”

很多消费者说，因为考虑面
子，婚宴浪费现象较为普遍。山
西一名婚礼操办者任先生坦言：

“我也很心疼被浪费的粮食。但
要是不多点几个菜，又担心宾客
议论指点。结婚是大事，只好按
习俗来，宁多勿少。”

商务宴请里的浪费很多也
是因为面子。一些消费者告诉记
者，宴请结束后往往不会打包
——主人怕客人笑话自己抠门、
不爽利；客人没掏钱，更不好意
思打包带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
半份菜、单人餐、打包盒等已经
成为餐饮行业节约粮食的普遍

做法，但在豪华酒店里推广还
存在困难。豪华酒店对服务质
量、酒店环境有统一标准，酒店
很少张贴、摆放节约粮食的宣
传品，服务人员也鲜有提示节
约的习惯。

此外，记者发现，还有少数
人把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视为有
身份、消费档次高的表现，认为
如何消费是自己的自由。

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餐饮
部张经理说：“来这里的往往是
收入较高的消费者，不太在乎
钱；如果反复提醒节约，有些顾
客会表现出反感的态度，我们担
心影响酒店口碑。”

多是“面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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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22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雪糕刺客”
“菜刀不能拍蒜”“网络游戏停服删档”以及“知网涉垄断被罚”等热点事件均上榜。

中消协表示，希望通过对这些热点舆情的深入解析，引起社会各界对消费维
权问题的关注，以促进各方更好地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活力，助力增强消费对
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一起来看看这些热点舆情，想想自己中过招吗？

主播售假问题 暴露直播带货侵权乱象

直播带货是当下的热门销售方式，当消费者心动于直播
间内物美价廉的商品时，也面临着假货带来的权益受损困扰。
中消协提到，2022 年以来，各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已查处
多起通过直播平台售假案件，其中不少案件涉案金额超过千
万元。

中消协指出，规范直播电商行为，从根本上看，需要完备的
法律法规以提高违法成本。有关部门应秉持对假货“零容忍”的
态度，严肃查处直播带货中的违法行为，对带货主播、直播平台
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此外，各类平台也需强化自我管理、压实监
管责任；商家和主播要坚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消费者
也要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避免盲目冲动，做到
理性消费。

近年来，一些运营不当的网络游戏“停
服删档”引发虚拟财产纠纷。比如：手游《云
裳羽衣》停止运营引发消费者不满；“网易
与暴雪停止合作”后，《魔兽世界》《炉石传
说》等游戏可能因“停服”导致消费者权益
受损等。

中消协指出，舆论认为，消费者的权益

不能“想删就删”，网络游戏运营方在调整
经营策略时，须尊重消费者意愿，选择消费
者可接受的方式。监管部门应督促企业履
行好自身职责，对于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惩治。相关法律
法规也应不断完善，为消费者的虚拟财产
筑起坚实的保护墙。

网络游戏停服删档 虚拟财产不能“想删就删”

雪糕刺客、知网涉垄断、张小泉菜刀拍蒜……

2022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出炉 你中过招吗？

排在舆情热点第一位的是“价格刺客”
有违明码标价诚信原则，与 2022 年夏天备
受舆论关注的“雪糕刺客”有关。中消协提
到，一些高价雪糕平时“藏”在冰柜里，待结
账时才发现其价格高得超出预期，消费者
感觉被“宰了一刀”。还由此衍生出“水果刺

客”“文具刺客”等。
舆论认为，“价格刺客”就是利用不规范

标价等各种手段，将一些高价商品伪装成普
通商品，从而“套路”消费者买单，实质上是一
种变相价格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选择权。有违明码标价诚信原则。

“价格刺客” 有违明码标价诚信原则

“科技与狠活”相关话题排在舆情热点榜
第二位。2022 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博主发布
揭秘食品制作“内幕”的短视频，号称“科技与
狠活”，引发舆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如

“人工合成牛排”“三花淡奶速成浓汤”等。
中消协提到，舆论呼吁，市场和政府要协

作配合，消除公众对食品安全隐患的担忧、为
食品添加剂“正名”。

一方面，食品企业应自觉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合理合规地使用食品添加剂，并及时准
确地告知消费者其实际功效和具体含量，将
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需加强审查与监督，
加大对违法违规滥用添加剂的打击力度，让黑
心企业和“非法添加物”彻底绝迹，重振消费者
信心，让消费者不再谈“食品添加剂”色变。

“科技与狠活” 消费者担忧食品非法添加

医疗美容风险与陷阱 阻碍“求美”消费需求释放

舆情热点榜第三位是医疗美容风险与陷
阱，阻碍了“求美”消费需求的释放。中消协统
计数据显示，从 2015年到 2020年，全国消协组
织每年收到的医美行业投诉从 483件增长到
7233件，主要问题包括：部分医美机构证照不
齐全，未取得医美经营许可或超范围经营；机
构工作人员不具备执业资格，操作不规范等。

2022 年 11 月，中消协发出消费提示，呼

吁广大消费者要理性看待医美需求，正确选
择医美机构，审慎作出医美决策。

舆论认为，有关部门持续加强医疗美容
行业监管、行业协会及消协组织等多手段引
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医疗美容机构主动
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医疗技术、服务品
质，多方合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是更好释放医美消费需求的必要之举。

预制菜品质及应用场景 存在争议之声

记者注意到，2022 年爆火的预制菜也上
榜了“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消协表示，
近年来，具有方便快捷、种类丰富等优势的预
制菜迎来了风口，然而，争议之声也见涨。

一方面是，预制菜屡被曝出存在质量参
差不齐、口味欠佳、标识信息标注不全等问
题，引发消费者担忧。

另一方面是，一些餐饮商户或有意或无意

隐瞒餐品是由预制菜制作的情况，导致希望品
尝厨师现炒餐品的消费者感觉“受到欺骗”。

中消协提到，舆论呼吁，有关部门、行业
协会要探索构建预制菜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共
同研究制定预制菜相关标准，守牢食品安全底
线，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使用预制菜的
餐饮企业也要做好告知工作，以保障消费者知
情权、选择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菜刀不能拍蒜” 企业须尊重消费者权益

2022年 7月，知名老字号品牌张小泉因
“消费者投诉菜刀拍蒜断裂”引发舆论热议。
中消协指出，该事件暴露出在消费升级的背
景之下，一些商家强推性价比畸低的产品，再
通过所谓“消费者教育”完成收割闭环，让消

费者花了冤枉钱，又有苦说不出的行业痛点。
舆论认为，作为有着“情怀”加持的老

字号，更应该在品牌和产品进化的同时，认
清自身定位，瞄准市场需求，传递出对消费
者习惯的尊重之情。

电商平台“保价”服务 被指“套路”消费者

保价服务成为 2022 年各大电商平台
在“双 11”促销活动中的宣传重点，但其实
施成效却引发舆论质疑。有媒体调查发现，
不少商家的保价服务事实上附加各种条
件，有的将价格先升后降，有的修改商品链
接逃避价保责任，有的随意设定满减规则。

中消协提出，舆论呼吁，平台和商家要
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明示保价除外情
况，不断完善保价制度。有关部门要加强对

“双 11”等促销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的监
管，消协等组织还应持续监督商家及平台，
督促其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沉浸式娱乐形式 隐藏不安全因素

中消协提到，“密室逃脱”“剧本杀”迅
速扩张、野蛮生长，带来的风险隐患不容忽
视。如涉及惊悚、恐怖、血腥、鬼怪等元素的

“密室逃脱”“剧本杀”，部分店家存在未明
确告知消费者游戏规则及环境问题，尤其
是对未成年人。

舆论认为，有关部门要根据《关于加强
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剧本娱乐

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征求意见稿）》等
文件要求，从经营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内
容安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监管，促进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消协组织要畅通投诉渠道，
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商家要加强行业自
律，坚守底线诚信经营，强化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用优质的剧本、良好的体验来吸引消
费者，同时要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不受侵害。

知网涉垄断被罚 平台阻碍知识传播

知网涉垄断被罚事件也上榜了“十大
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消协指出，知网屡
屡引发舆论关注的事件背后，不仅暴露出
平台侵犯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
题，更显示出平台阻碍知识传播与科技创
新的隐患。

中消协提到，知网被处罚，是我国反垄
断执法机构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对平台经
济依法实施监管的重要举措，对维护学术
文献数据库服务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知
识生产和流动、推动创新发展、保护知识产
权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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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一景区附近村民
路上拦车收费
警方：构成敲诈勒索行拘 10日

据中新网 据三亚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三
亚市崖州区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 1 月 30 日发布关于查处一起私自拦车收费案件
的通报。1 月 28 日，网民“@聂**”在某网络平台反
映“三亚南山景区附近村民路上拦车收费每车 10
元”问题，崖州区委区政 府 高 度 重 视 ，立 即 组 织
市 公 安 局 崖 州 分 局 、市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崖 州 分
局、区委宣传部、区旅文局等单位人员组成联合
调 查 组 ，深 入 南 山 村 就 网 民 反映的问题开展联
合调查。

经查，网民反映的情况属实。2023 年 1 月 25 日
至 29日，南山村村民董某禾以游客车辆经过自家土
地，影响其生活为由，对过路的每辆车收取 10 元费
用。1月 30日，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依法对董某禾
进行传唤，经询问，董某禾如实陈述其私自拦车收
费的违法行为。

目前，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依法对董某禾实
施拦车收费、构成敲诈勒索的行为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收缴违法所得。

下一步，崖州区将举一反三，对侵犯游客权
益的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努力
营造优质的旅游环境，确保崖州区旅游市场高质
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