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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为了照顾高龄老人，社区内的低龄老

人组织起来，开始给他们做饭。“奶奶厨房”

由此诞生，并闻名全国。

成都武侯区年过七旬的刘道笠，在

2016 年创办了这间厨房。这是一个老小

区，有很多老年人包括空巢老人，老街坊们

彼此感情很深。刘道笠每天都为老人精心

烹调可口的午饭晚饭，并提供送餐入户，一

餐只收 5 元成本费，非常受欢迎。“奶奶厨

房”除了用餐外，也成了老年人们聊天喝茶

的“根据地”。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独居

或仅与老伴同住的“空巢老人”，正成为一

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其中一个很大

的原因在于，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工

作、结婚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选择和老

人分开居住，原先家庭养老的功能越来

越弱化，空巢老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增加。

年纪大了，体力差，一日三餐吃些啥？

老人们的吃饭问题因此就成了难题。有的

独居老人，一个人吃饭没有动手的劲头，好

不容易有了兴致，又担心烧多了吃不掉，所

以一日三餐就吃得十分简单。而年龄状况

又摆在那里，长期吃得随便营养就不够，对

健康不利。现在有人负责采购、加工，保

证老人们一日三餐饮食搭配，“奶奶厨房”

算是在空巢老人社区带了个好头：老年

人有了聚集的好地方，要饭有饭，要聊天也

有人。

“奶奶厨房”因此被誉为居家养老的好

样本。确实，无亲属、子女同住的老人，有

了这样的社区老年食堂，不仅解决了吃饭

问题，同时还满足了他们的社交与精神双

重需求。但这种形态，是基于老旧院落的

邻里关系慢慢生长出来，以个人爱心和群

体奉献为基础，它在现实中慢慢显露出痛

点——单纯依靠志愿者服务的方式，究竟

能持续多久？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志愿服务也

是有成本的。另一方面，老年群体是一个

很大的概念，必须要进一步细分。60 岁到

70 岁、70 岁至 80 岁，每个年龄段的需求，是

相当不同的。低龄老人吃饭，忌口少，个性

化需求强；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多有基

础病，对食物和口味的要求就很不一样。

这些，不能单纯依赖志愿服务一劳永逸，而

要建立制度，依靠社会化的服务去推进和

激励这个模式。

事实上，如何摆脱“奶奶厨房”志愿服

务的困难模式，社区已经采用居民入股

制，对接市场和邻里需求，对养老互助模

式进行了企业化探索。原本年轻人不愿

居住的社区，也有了新的活力。只是这条

路怎么走得长远，还考验着社区的管理和

更新，或许就在问题出现的时刻，答案已

经在路上。

“奶奶厨房”，如何走得更远

在特殊时期，
人 们 需 要 的
还 是 科 普 正
确 的 用 药 知
识 。 对 于 这
波挂名“连花
清瘟”之风，
相 关 部 门 应
以 法 律 法 规
为准绳，加以
规范约束。

近日，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日常

检查中，发现某咖啡店在销售饮品时，在其使用的杯子

上贴有“莲花清温咖啡”标签，并且在该店的外卖平台

上，也有消费者晒出贴有“莲花清温咖啡”标签的饮品。

“连”“莲”不清，“温”“瘟”难分，虽然店主表示只是

玩个梗，但执法人员正告，“其蹭热度的行为容易引人

误认为该产品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存在一定风险”。

近阶段以来，除了咖啡，类似的“连花清瘟干红”

“连花清瘟精酿”“连花清瘟可乐”也都曾在网上引

起过热议。我们可以理解部分人是想通过开玩笑的

方式来放松心情、减少焦虑，但除了网友玩梗外，一

些商家也开始“挂羊头卖狗肉”，则可能触犯法律。比

如在电商平台上，各种挂名类似的茶或酒、方便面等

等大卖特卖，这些产品肯定不是药品，没有药准字号，

甚至产品质量都存疑。商家把自己这种抖机灵的手

段也称之为玩梗，显然已超出玩梗的范畴。因为，对

于鉴别能力不强的人来说，这样的宣传与包装，他很

可能分不清这到底是“梗”，还是真实存在的有功效

的产品。

实际上，并不排除一些商家在号称玩梗的招牌底

下，就是为了一己私利，对“连花清瘟”进行花式包装，

诱导消费者，让公众误入彀中。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

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属于虚假宣传，是侵权行为，商家不可不知。如果因

此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干扰防疫抗

疫大计，更是难辞其咎，有关部门应当对此予以关

注。国内已有多名凉茶店经营者因出售“布洛芬凉

茶”“对乙酰氨基酚凉茶”受到处罚。对于这波挂名

“连花清瘟”之风，相关部门应以法律法规为准绳，

加以规范约束。

在特殊时期，人们需要的还是科普正确的用药知

识，对那些可能造成认知混乱的“梗”，相关人等还是应

当保持克制，靠“生造概念”赚的钱，只能算不义之财。

挂名玩梗
不能玩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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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厨房”
被 誉 为 居 家
养 老 的 好 样
本，但不能单
纯 依 赖 志 愿
服务，而要建
立制度，依靠
社 会 化 的 服
务，去推进和
激 励 这 个 模
式。

持 续 有 力 地
打 击“ 套 代
购”，不仅是
对 现 行 从 业
者的震慑，更
是 对 在 校 大
学 生 和 更 多
有 兼 职 需 求
者的保护。

看似不起眼的兼职招聘信息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条“套

代购”的黑色利益链。媒体调查发现，有不法组织利用网络

招聘平台，以发布兼职招聘信息的形式“拉大学生下水”，要

求学生在免税店代购，用学生的免税额度进行代购，报酬是

“日薪 300 元还管饭”。不仅如此，从购物、提货、运货验货

到支付报酬以及安排返程，这套“套代购”流程都已非常

成熟。

据悉，此类代购每次大概代购 1 万元免税品，可免 2000

元的税价，完成这样一次代购，组织“套购”者扣除支付给代

购者的酬劳，可净赚1500元左右。而大学生如果不小心应聘

求职“入套”，利用自身购买额度为套购者谋利，很有可能就

踩了法律的红线。严重的涉嫌走私的行为，则会被处刑事

判罚。

近年来“套代购”可谓屡禁不绝。“套代购”的危害，一

方面在于利用代购行为偷逃国家税款；另一方面在于利

用公众的无知和侥幸心理，通过在公共招聘平台发布兼

职信息，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黑产利益链，伤害了很多无

辜者。

而“套代购”之所以屡禁不绝，一方面在于公众没有认清

套代购的违法性；另一方面在于“套代购”已经形成了成熟的

产业链，从业人员众多，而且已经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对执

法部门的监管和治理造成了一定难度。

而根治“套代购”，一方面要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让更

多人尤其是在校对兼职需求强烈的大学生认识到，参与到

“套代购”，就是在参与违法犯罪；另一方面要利用技术手段

加强对免税商品的溯源管理，强化执法力度，提升惩戒强度，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统筹各方力量协调合作办案，对非法从

业者实现精准打击。

除此之外，考虑到“套购者”广泛运用互联网招聘平台发

布招聘信息，通过各种隐蔽手段迷惑应聘者入坑，相关招聘

平台需要加强监管和筛查，及时屏蔽、上报发布非法信息者，

堵住不法分子的发布渠道。

持续有力地打击“套代购”，不仅是对现行从业者的震

慑，更是对在校大学生和更多有兼职需求者的保护。不能让

“套代购”黑产，再伤害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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