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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八舌

热点追评

吃着火锅唱着歌……近来，成都“KTV火锅”吸引了不少年轻的吃货，一边唱歌，
一边烫火锅，这样的跨界玩法在吸引流量的同时，也引发了网友的质疑。在密闭的
KTV包厢里烫火锅，卫生是否过关？虽然KTV火锅跨界营销有新意，但是否取得了允
许热食类的营业执照？（4月15日《华西都市报》）

学校彻底做到利益切割
“研学游”才能回归纯粹

近期，中小学迎来游学热潮，不少学校组织学
生到境内外研学旅行。记者探访了解到，北京市一
些中学已将学生研学旅行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体系。研学旅行火热的同时，有家长反映，虽然多数
研学旅行自愿报名，但由于学校将其纳入综合素质
评价，“不敢不报”。对此，校方表示，研学旅行自愿
参加，也可以用其他实践活动代替。（4 月 15 日《新
京报》）

当研学游越来越多地引发争议，我们实在有必
要去重新审视这一“新生事物”。过去的默认口径
中，所谓游学、研学，都被视作是一种教育教学乃至
文化交流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模糊、掩饰了其“商
业行为”“消费项目”的本质……而说到底，研学游
仍不过是一种“跟团游”，是一款收费的旅行产品。
既然如此，学生和家长，就应该有权直接和旅行社
讨论行程安排、价格制定、服务方式等等。可是很遗
憾的是，这一再正常不过的买卖谈判，现实中却被
学校的“包办一切”所取代。

当学校与旅行社形成利益同盟，而站在了家长
和学生的对面，那么“研学游”的性质显然就不一样
了。按理来说，学校在此类事情中，还是应该保持

“利益中立”才是，其顶多只能扮演“牵线搭桥”的中
间人角色，而绝对不应该成为商业机构的代理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学游”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
其本身，而是由之所牵出的学校深度介入营利性商
业行为的扭曲立场，及其用自身教育支配权裹挟学
生和家长“消费”的功利做派。

“研学游”是非再起，这背后的纠葛一以贯之。
很显然，只有实现学校评价权、赋分权与商业“研学
游”的彻底切割，才能真正让研学回归纯粹、轻装出
发。 然玉

给教师减负
需要“负面清单”

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心得体会、五花八门
的比赛或活动、各式各样的评比或检查……眼下，
在一些地方一拨拨袭来的非教学任务让不少教师
身累，心更累，以至于有教师感慨，“都快没时间教
书了。”这其中，既有必要的非教学任务必须由教师
完成，也存在部分非必要的教学任务给教师带来了

“额外负担”。（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一直以来，人们经常谈论的是学生减负的话
题。事实上，教师同样面临着负担过重的问题。不少
老师坦言，如果为了学生忙点累点也乐意，之所以
身心俱疲，关键在于大量非必要的教学任务忙得焦
头烂额，却又劳而无功。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李镇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些教师“真正用于
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
足1/4，剩下的3/4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
老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陷于各种非教学任
务难以自拔，到头来很可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
家的田”，不利于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

造成这一现象，一方面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对于
教育工作的特殊性缺乏正确认识，在安排部署工作
时没有考虑到学校教学为主的实际情况，而是将其
等同于一般的事业单位，全局性任务一样不能少；
另一方面，也有形式主义思维作祟。有的部门在开
展工作时，往往将学生作为凸显政绩的工具，凡事
都想从娃娃抓起，都要搞小手拉大手，似乎不这样
做就说明不重视，工作没有到位。

一些必要的非教学任务和进校园活动，虽然有
助于锻炼教师的综合能力，也有利于学生开拓眼
界、增长知识。但是，学校绝不能成为一个“筐”，啥
都往里装。给教师减负，当务之急是通过顶层设计
建立“负面清单”，厘清进校园的红线，从而端正有
关部门对于教育的认知，赋予教育部门和学校敢于
说不的权力。只有减去与教书育人无关的任务，把
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才能让广大教师心无旁骛，
聚焦主业，更好地传道授业解惑。 张淳艺

百姓话语

什么才是“KTV火锅”
正确的打开方式的打开方式

有人说，“KTV 火锅”不过是一阵娱乐新
风潮，价格高昂，过一阵新鲜劲过去，便会自行
消散，不必在意。其实不然，不少“KTV 火锅”
店已经运营一年多，生意相当不错。按照当下
网络快速传播及一些经营者、消费者盲目跟风
的特点，“KTV 火锅”或许还会有不少效仿者，
其隐藏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

首先是法律风险。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
先。《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等诸多法规都对餐饮业有着严格规定，简单地
说，不是任何营业场所都可以随意变成火锅店
的，在KTV内经营火锅，则需增加许可经营范
围。不经批准，擅自营业，“KTV 火锅”显然有

逾越法规界限之嫌。
其次是安全风险。KTV 是较为封闭的场

所，与餐饮店的消防设施也不是一个安全等
级。而火锅属于“热食类”食物，必须经过严格
的消防、通风设施等资格审核。KTV 内支火
锅，无疑大大增加了危险指数，若因火锅引发
火灾，就不是“吃喝玩乐”的小事，而是关乎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了。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KTV 火锅”，要创
新更要规范，跨界营销必须在合法合格的前提
下，其范围、价格、卫生、安全和舒适度等都要
经得起市场的检验和法律的核准，否则会带来
相应商业和法律的风险。 斯涵涵

“KTV火锅”隐藏隐患不容小觑

“吃着火锅唱着歌”，是经典电影《让子弹
飞》里呈现的画面，现在终于有了现实版，成都
有精明的商家或许从电影的情节中发现了蕴
藏的商机，做起“吃着火锅唱着歌”跨界经营的
生意。尽管引发网友对安全隐患的担忧和质
疑，但这种“KTV 火锅”跨界经营方式不宜一
棍打死，可以通过食药监、消防等监督部门必
要的监管，让商家在做好食品卫生和消防等安
全措施的前提下大胆地去探索。

让消费者“吃着火锅唱着歌”可谓是一种创
新之举。从经营的效果看，“吃火锅”、“唱歌”两
不误，能给消费者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受，受
到了不少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的“追
捧”。而跟传统 KTV 相比，“KTV 火锅”虽然打
着包厢免费的旗号，但火锅和酒水的价格却几
近翻了一倍，实际上“讨巧”地赚取了火锅加酒
水双倍的钱。可以说，这种跨界经营方式也是商

家寻求生存和发展的一次探索，究竟能否在市
场上站稳脚跟，还是交由市场来进行“评判”。

有安全隐患不可怕，怕的是商家逐利而不
去重视消除安全隐患。因此，当地食药监、消防
等监督部门应该履行职责，加强对“KTV 火
锅”经营模式的日常监管工作，并指导商家采
取有效措施，排除食品卫生和消防等安全隐
患，凡是达不到安全标准的“KTV 火锅”，坚决
不予经营。而商家则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
做好“KTV 火锅”相应的风险防控，比如，火锅
采取电磁炉等安全的加热方式；包厢内吃火锅
区域和唱歌区域设置隔断，减少交叉感染病菌
的可能性；增强包厢的通风效果，配备消防设
备防范火灾等。

简而言之，只要落实好安全防范和监管工
作，“KTV火锅”不妨大胆地尝试和探索。

丁家发

“吃着火锅唱着歌”跨界经营不宜一棍打死

“吃着火锅唱着歌，谁不想要简单快乐？”
商家推出这种跨界经营，能够赢得目标消费者
的好感，能够增加自身的竞争实力，在生意越
来越难做的当下，此举无可厚非。然而，跨界经
营需要“跨界监管”，来保障不违法、不走偏。

从报道来看，那些“KTV 火锅”或者说“火
锅 KTV”往往会“宰客没商量”——商家打出

“包厢免费”的宣传，实际上，比起传统KTV或
传统火锅，收取的却是双倍的火锅加酒水的
钱，有消费者说，这就叫“免费包厢不免费”，这
恐怕涉嫌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了。

此外，传统KTV经营范围只包括卡拉OK

娱乐服务，食品则只包括散装糕点、饮品等；而
火锅属于热食类食物，要在KTV内经营火锅，
应根据餐饮食品经营许可申请流程，递交经营
热食类的申请，经相关部门实地查看，符合经
营要求才可营业。

总之，“KTV+火锅”之类的跨界经营，必须
在合法合格的前提下进行，边吃火锅边唱歌的
消费者，他们的正当消费权益，必须得到相关监
管部门（比如文化、市场、应急等部门）的跨界守
护，他们的卫生与安全之忧，也必须得到相关监
管部门的跨界消除。放心地边唱边吃，才是

“KTV+火锅”的正确打开方式。 李秀荣

跨界经营需“跨界监管”

漫画 严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