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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一考生高考前突然急性肠穿孔
7日上午带病坚持参加考试

7月7日上午，一辆急救车缓缓驶入全国高考奉化中学考点，
应届考生小迪（化名）在奉化区人民医院医共体总院医护人员的
陪护下来到考场，带病坚持参加考试。上午11时30分，小迪顺利
完成语文考试，见到一直守在考场外的大家，原本有些乏力的他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

阿小姐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叶海波：我也是妈妈，也想起以前自己孩子刚出院就直奔杭

州雅思考场。孩子挺懂事，因为考位是提前一个月预约的，坚持
进考场。孩子的每一次成长经历都历历在目。

海曙发布最新连锁餐饮红黑榜
有知名连锁店上了黑榜

昨天，海曙区公布了一批餐饮红黑榜名单。这一次，市场监
管部门集中检查的是连锁餐饮店。宁海食府（望京路店）、辣得叫
（蓝天路店）、贴阁碧(高鑫店)、海底捞（中山东路店）上了红榜，老
外婆、好味当上了黑榜。 宁波晚报生活号

星灵：以后希望相关部门多多监督管理这些餐饮店的卫生情
况。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很酷的小老头：好的应该表扬，不好的应该处罚。

当前，各地正在着力推进新版“限
塑令”的落地实施。山西省近日出台
相关政策，将以一次性塑料制品为禁
限重点，积极探索禁限管控模式；山东
省近日发布通知，明确了该省全面加
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时间表”；北京市
从5月1日起，重点在农贸市场、便利
店、超市等商品零售场所，开展为期3
个月的塑料袋专项整治行动，对销售、
使用超薄塑料袋，以及免费提供塑料
购物袋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
处；海南省明确，4月至11月将分步
骤、分阶段组织重点行业和场所率先
开展“禁塑”试点工作，为12月起正式
全面“禁塑”的实施打好基础……

7月7日《经济日报》

其实，早在 2008 年，我国就开始
实施“限塑令”。但如今 12 年时间过
去了，“限塑令”不但没有“见成效”，反
而成了“一纸空令”。在商场、农贸市
场等场所，包括快递、外卖等行业，塑
料袋的使用量倒是不减反增。尤其在

商场里，塑料袋由原先免费赠送改为
有偿使用后，不但提高了商场的经济
收入，而且也使塑料袋使用“合法化”

“市场化”。
眼下，各地新版“限塑令”纷纷出

台，说明“限塑”再次被提上“议事日
程”或“办事日程”，但笔者以为，要谨
防“限塑令”再成“一纸空令”，只有出

“实招”应对才是“硬道理”。这就需要
从源头入手，要严禁各地生产、销售和
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并加
大监管和惩罚力度；可考虑把违规生
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的企业、个人等相关违法行为纳
入社会信用体系；同时跟进“可替代
品”。鼓励全生物降解塑料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

当然，落实新版“限塑令”还需市
民的“积极配合”，比如采取提篮买
菜、使用布袋购物等绿色、低碳的购
物方式。

只有这样，新版“限塑令”才不会
再成“一纸空令”。

三江热议

谨防新版“限塑令”
再成“一纸空令”
叶余福

街谈巷议

阿拉有话
“市面上99％的樱桃、车厘子都是

用了膨大剂。正常的樱桃只能长到12
克至13克，用膨大剂可以增大一倍，
可早熟、提前半个月上市……”正值美
味瓜果集中上市季，近日一段宣称樱
桃质量安全存在问题的视频在网络传
播，造成消费者恐慌。针对此传言，有
关专家认为，此说法与事实不符合。

7月7日《经济日报》

其实，在食品安全领域，类似这样的谣
言早已屡见不鲜，从“纸馅肉包子”到

“棉花肉松”；从“低钠盐是夺命盐”到
“塑料大米”；从“草莓乙草胺超标可能
会致癌”到“带刺带花的黄瓜会导致不
孕”；从“无籽葡萄致不育”到“吃香蕉
致癌”……食品安全谣言一次又一次
地撞击着社会神经。在给食品生产者
和商家带来严重损失的同时，也使广
大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

食品谣言之所以有人信，是因为
有其生存的土壤。民众容易听信谣言
与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所产生的
焦虑感有关。目前公众对食品安全满
意度较低，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爆
发引发公众的愤怒情绪和不安全感，
使他们对食品安全在心理上存在着阴
影。公众面对食品安全谣言时难以甄
别真伪，本着保护自己和家人、朋友的
心理，虽明知这些内容非常荒谬、可信
度低，也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而且传播速度极快，会迅速发酵。
食品谣言之所以有人信，还有一

个原因是出现谣言后，有关部门、有关
专家没有及时出来辟谣。也有少数媒
体为了提高所谓的收视率、点击率，
对这种谣言进行没有底线的炒作，从
而使事态越搞越大。等有关部门出
来正式辟谣时，后果已造成，影响已
难以挽回。

有人之所以发布相关谣言，肯定
有其目的。有的是为博取眼球、赚取
热度；有的是为牟取不法利益而对食
品生产销售企业、在售食品编造谣言，
有意抹黑，打压竞争对手等。出现食
品谣言事件后，如果有关部门不认真
去追究谣言发布者和传播者的责任，
谣言传播者就会越来越疯狂，谣言也
会越来越多。

铲除食品谣言产生和生存的土
壤。一方面要加强食品的安全管理，
只有让百姓天天都能吃到安全放心的
食品，才能让民众对食品更加信任，
对谣言不再轻信；另一方面，在出现
谣言后，要及时回复，而且要回复得
让人信服。此外，还要严厉打击制造
食品安全谣言的源头，对发布谣言和
传播谣言者进行坚决打击，让他们付
出代价。同时，要加强公共安全领域
尤其是食品安全领域的科学知识普
及以及宣传引导，增强民众辨别谣言
的能力。

图说世相

严防“荐股黑群”妖言惑众

随着股市开始火热，微信、QQ等网络社交平台上
的一些“荐股黑群”也开始活跃。群内有所谓“庄家”

“大V”进行忽悠式荐股，侵害股民权益。不法分子通
过“荐股黑群”除了诱骗操纵股民外，还有一个重大危
险是违法出售股民的身份、财产、交易等重要信息。

7月7日新华网

严勇杰 绘

“99％樱桃都用膨大剂”
食品安全谣言为啥屡见不鲜
胡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