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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广网报道，3 月 16 日，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广

播电视节目主创人员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国务院广播电视主

管部门可以对有关节目的播放予以必要的

限制。

对劣迹艺人来说，限制节目的播放，等于

被卡住了流量变现的路径，等于被剪断了翅

膀，扑腾不起来了，销声匿迹已是必然。这条

规定，是对全体艺人的一个提醒，也是对社会

公众的一个表态。能预料到的是，社会风气

将会更好。

有些艺人，人前人后两张皮，人前光鲜靓

丽、完美人设，背后却很不堪。一段时间以

来，艺人圈里丑闻频传，吸毒、嫖娼、抄袭、偷

税漏税、代孕等等，突破道德的底线，越过法

律的红线。这些丑闻进入公众视野，造成不

小的震动，影响恶劣。

劣迹艺人中，不乏知名度非常高的。有

的人网络粉丝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片酬动辄

上千万甚至上亿，走到哪都前呼后拥。但他

们的艺德，严重不匹配他们强大的吸金能力、

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法治观念和社会

责任感，严重背离社会期待。

可即便这样，仍然有相当多的平台争相

邀约他们。在流量为王的追求下，抄袭者成

了座上宾，劣迹艺人上了热搜。这是一种畸

形的流量观，只要流量，不管流量为何而来。

它传递出一种信息，似乎艺人做错事没什么

大不了的，照样可以活得很滋润，甚至还能更

有名气。别小看了这些现象，往小了说，这是

是非不分，往大了说，这是污染了社会风气，

给青少年树立了坏榜样。

一些艺人则有选择性地解读责任和权

利，认为私生活别人无权干涉。但他们应该

知道，身为公众人物，承担着一份特殊的责

任，应该向社会传导正面的力量，包括在私

生活领域。艺人要对公众负责，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不能一边享受着来自公众的红利，

一边又以私生活为借口拒绝来自公众的监

督。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高速发展的经济，

带来了一个巨大而繁荣的影视市场，这个市

场给艺人带来超高的流量和超高的收益。艺

人是这个大时代的受益者，理应以过硬的作

品、良好的形象来回报这个时代。

劣迹斑斑的艺人，理应被社会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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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粥背后有大猫腻。经常外卖点粥的

同学，这两天估计不淡定了。福建电视台“第

一帮帮团”栏目暗访发现，知名连锁餐饮品牌

曼玲粥店、三米粥铺存在多项卫生问题，最令

人震惊的是，福州曼玲粥店一分店的工作人

员竟然把员工吃剩的排骨洗一洗熬成粥售

卖。这种神操作，恐怕没人能料到。

曼玲粥店、三米粥铺的经营模式类似，都

是主打线上外卖，在各地的分店、加盟店均超

过千家。据钱江晚报旗下“杭州吃货”公号消

息，曼玲粥店在杭州有20 多家门店，不少单店

外卖月销售数据达到五六千单，三米粥铺在

杭州有近 60 家门店，个别门店外卖月售上万

单。杭州这些门店的差评也不少，如三米粥

铺就因为粥里有异物（钢丝绳、头发、虫子）而

被多次投诉。

三米粥铺、曼玲粥店是 2020 年中国粥品

三甲品牌的冠亚军。其规模那么大，名气那

么响，管理却如此之差，这些乱象其实并非个

例，反映的是外卖行业监管不到位、管理混乱

以及商业道德缺失等普遍问题。

外卖行业的一个特殊性，在于消费者和

商家不大会面对面接触。一个消费者可能在

这家店消费了 100 次，却连这家店在哪里、店

门长啥样都不知道。如果说到店消费，消费

者对商家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监督，在外卖行

业，这种制约几乎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管理部门、平台也“蒙着眼”，那么对食品质

量与安全的把关，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依赖于

商家自觉。但是大家都知道，单纯靠自觉的

话，这就像是摇骰子、抽奖一样。

外卖行业的扩张模式，会将其隐患放

大。近年来，从奶茶店到咖啡店，乃至于像粥

店这样的小吃店，都笃信快速扩张、头部为王

的经营模式。从资本角度来讲，不断加大投

入、迅速做大，再到资本市场套现，这似乎没

什么问题。坏就坏在，餐饮服务行业是一个

慢工出细活的行业，又涉及公众食品安全，要

做得又快又好是很难的，更多的是把问题留

给以后去解决。这样的话，坑的就是广大消

费者。

再有就是平台管理和部门监管的问题。

对于在线外卖平台来讲，商家数量、店铺佣

金，是盈利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不太会有动力

对商家的环境卫生、服务态度进行动真格的

监督。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三米粥铺还是曼

玲粥店，在外卖平台上都没有下线，就是明

证。而且，同一品牌的其他门店是否有类似

问题，难道不需要调查吗？

加大管理力度、严格处罚违规商家，虽说

是主管部门的职责，但是光靠一阵风式的整

治，或者重点抽查，无论如何也做不到“零容

忍”。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所以，更合理的

办法是，主管部门对平台加大监督力度，用规

则来约束平台，让平台落实严格管理。如果

发现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店铺，就无条件下

线整治，这些商家还敢心怀侥幸吗？

外卖行业的乱象，提示了一点：新的业态

生成，需要监管措施与时俱进。将吃剩的排

骨回收熬粥，说明商家根本没有食品安全意

识，不仅败坏消费者的胃口，也是在败坏整个

外卖行业的公众形象。这种胆大妄为的心理

从何而来，正是监管发力的方向。

外卖商家乱象频出，管理部门和平台不能“蒙着眼”

疯 玩 的 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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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 2021

年春季学期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

知》，要求课间必须让学生出教室活动、远眺。

杭州胜蓝小学针对快乐课间十分钟，开展“课

间1平米”活动，让学生走出教室，在脚下1平方

米的位置上边健身、边远眺，一二年级原地提

踵、宽距半蹲；三至六年级靠墙静蹲、靠墙俯卧

撑；期末将选出护眼健身小达人。

近些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形势

非常严峻。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的近视患者高达6亿人，其中中小学生人

数超过 1 亿，近视率近 50%，初高中生近视率

高达80%。国家卫健委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已达到 53.6%，其

中，6岁儿童近视率也高达14.5%。

为了守护孩子明亮的眼睛和光明的未来，

近视防控刻不容缓，而保证孩子有充足的户外

活动时间，无疑是重中之重。课间十分钟怎么

过，关乎学习过程中的身心调节，关乎视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很多学校，本该热闹的

课间十分钟却异常安静。中国青年报的一项

调查显示，75.2%的受访家长称身边中小学“安

静的课间十分钟”现象普遍，且在小学中最为

突出（77.2%），高于初中的比例（69.8%）。

玩耍是孩子的天性，“安静的课间十分

钟”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一张一弛，文武

之道”，让孩子在课间十分钟好好活动，其重

要性众所周知。而学校的顾虑是，一旦放手

让孩子疯玩，可能出现磕磕碰碰等安全事故，

一些家长则会指责学校管理不到位。

如今，在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近视防控

的形势下，课间十分钟问题受到大家的关

注。胜蓝小学的“课间1平米”活动，在兼顾学

生安全和户外活动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值得

肯定。

把课间十分钟的快乐和健康还给孩子，

须多方配合。作为家长，要充分理解此举的

重要性，万一孩子有一点磕磕碰碰，应理解为

这是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小小风浪。同

时，也应与孩子沟通，告诉他们什么样的危险

应该避免。

学校和老师更应该担起责任，除了不拖

堂、不占用课间，还应提高安全意识和管理水

平，策划指导学生进行安全文明的活动，避免

危险的发生。

疯玩的孩子令人担心，但连玩都不会的

孩子更令人痛心。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

刻不容缓。

连玩都不会的孩子，更令人痛心

艺 人 要 对 公
众负责，对自
己 的 行 为 负
责，不能一边
享 受 着 来 自
公众的红利，
一 边 又 以 私
生 活 为 借 口
拒 绝 来 自 公
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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