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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驾，您帮我看看

这牛奶的生产日期在哪

儿？是几号生产的？字

儿太小我看不清……”你

逛超市时是否遇到过老

年人这样的求助？是否

看到过带着放大镜购物的老年人？作为线

下实体百货消费的“主力”，不少老年人购

物特别是购买食品类商品时，部分预包装

商品上难以辨认的食品标签成了他们选购

商品的绊脚石。（3月15日《北京青年报》）

根据《食品安全法》，预包装食品的包装

上应当有标签，标明规格、成分、生产日期、

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事项。然而，在现实生

活中，一些食品类商品标签却难辨“真

容”。要么是藏在“隐秘的角落”，和消费者

玩“躲猫猫”；要么和包装背景颜色近似，令

消费者“对面相见不相识”；要么是字体极为

袖珍，视力不好的老年人只得望“字”兴叹。

食品标签玩“隐身术”，原因是多方面

的。首先，在设计产品外包装时缺乏通盘

考虑，有些厂家只想着包装图案如何新颖

别致，没有顾及食品标签的辨识度，导

致出现生产日期和背景“撞色”的乌龙；

其次，对于食品标签的重要性认识不

够。在一些企业看来，食品标签不管印

在哪里，只要有就可以了。相比商标、

宣传语牢牢占据“C 位”，食品标签经常

被挤到袋子夹缝、盒子底部等不起眼的

角落，很容易被忽视。此外，不排除个

别商家故意为之。一些超市往往把快要

过期的食品与同类没有过期食品捆绑销

售，将“新鲜”的生产日期故意露在外

面，临期食品的生产日期则藏在里面，

从而误导消费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

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

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食品

安全法》则专门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

剂的标签、说明书应当清楚、明显，生产日

期、保质期等事项应当显著标注，容易辨

识。食品标签玩“隐身术”，侵犯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违反了经营者应尽的

法律义务。

破除食品标签“隐身术”，关键在于细

化相关规定，压缩企业自由裁量空间。期

待办法尽快出台，进一步规范食品标识标

注，加强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切实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不能坐视食品标签玩“隐身术”
■ 张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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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健康地活到88岁”的承诺吸引，在

过去 4 年里，退休干部方芳陆续在一家名

为“涵芳健康管理中心”的养生馆里投入

150余万元。从最初的免费足疗体验，到价

值 9 万元的私密理疗，再至要价 15 万元的

脑梗治疗，她一步步掉入商家精心设计的

营销“漩涡”，直至背上外债。（3月15日澎

湃新闻）

被养生馆忽悠能治好病，每治疗一次就

交一次钱，在短短4年时间里，方老太总共

花了 150 多万元，但身上的老毛病不见好

转。这家养生馆诈骗老人心够黑，下手够

狠。问题是，如此大的骗局，为何方老太还

深信不疑，一次又一次地轻易上当受骗？再

者，养生馆以“养生保健”为名，明目张胆地

诈骗老人，其底气何来？难道当地监管部门

也被“养生保健”的骗术遮住了双眼？

当下，食品药品行业存在着扭曲和失

信，老年人群体渴望回归自然，过上健康

生活。这时候，一些急功近利的人，看准

了时机，想出了生财之道，期望一夜暴富，

所以才会冒出那么多所谓的“养生大师”

和“养生保健馆”。虽然“养生大师”倒下

一批，但追捧养生保健的老年粉丝还没有

完全清醒过来。可见，养生馆拿养生保健

骗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非理

性养生保健，以及老年人群体无意识的跟

风行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活水平

的提高，我国将逐渐步入老龄社会，老年人

将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为此，

国家和地方均制定了系列优待老年人的政

策，倡导社会和公众尊敬、关爱老年人。然

而，令人不堪的是，偏有一些无德商家和不

法分子，非但不善待老年人，反而变着花样

去忽悠老年人。

可见，伪养生“坑老”，亟须监管“护

老”。在当今商品社会，一味地追求经济效

益，甚至是不择手段，已成为社会一大通

病。而欺骗老年人，则是一些不法之徒惯

用的伎俩。然而，保护老年人权益，仅仅靠

制度和法律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

树立全民敬老意识，倡导人们恪守社会公

德，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敬重所有的老

年人。

因为没有退路
所以才有出路

谁的人生都有高低起伏，低谷时

抱怨命运不公、焦虑逃避，甚至破罐

子破摔，只会永远停留在谷底。逆境

考验格局，很多时候没有退路，才有

出路。只要沉住气，相信自己，暗暗

积蓄力量，人生终将走出至暗时刻，

重攀高峰。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是

向上的路。 @人民日报

捉迷藏 王恒/漫画

“扫码点餐问题之前很多媒体都关注

过，现在不仅没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了。

吃一顿饭，竟要扫 3 次码关注两个公众

号！”3月13日，消费者张女士吐槽道。对

此，中消协律师团律师李斌表示，餐厅经

营者不提供人工点餐服务，要求消费者必

须扫码点餐，涉嫌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过

度收集。（3月15日《工人日报》）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技手段的

推陈出新，手机扫描二维码点餐系统已经

成为餐饮行业的发展趋势，可以有效地为

餐厅节省人力成本，提高顾客点餐用餐效

率，节省顾客时间，提高餐厅翻台率。不

过，一些餐饮企业从自身利益考虑，不提

供人工点餐，甚至不提供现场菜单，消费

者只能关注公众号或小程序后进行“扫码

点餐”，引发消费者的反感和抵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有

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

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

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

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这就意味着，

“扫码点餐”不应是“单选题”，消费者可以

选择扫码点餐，也可以选择看纸质菜单点

餐，餐厅不能强行要求消费者“扫码点

餐”。否则，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

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对于“扫码点餐”乱象，媒体已经多次

曝光。去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点名批

评“扫码点餐”，指出“技术进步应当让消

费者享受发展红利，而不是成为经营者商

业欺凌的工具”。

不过，“扫码点餐”乱象不仅没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从报道来看，张女士“吃

一顿饭，扫三次码”，点餐扫一次，买单扫

一次，开发票扫一次。究其原因，之前对

于“扫码点餐”的整治，还仅仅停留在“隔

墙扔砖”的层面。

要想真正解决“扫码点餐”问题，除了

加大宣传力度，引导餐饮企业守法经营、

加强自律，更需要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

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

你和真努力还差了这几点

生活中的你，是否也会陷入一种

“假努力”的状态？明明忙得团团转，

却不见成效。或许，你和真努力还差

了这几点。 真努力，需要专注；真努

力，需要思考；真努力，需要正视自

己。正视自己的优点，承认自己的缺

点，然后努力积攒能量，一步步成为更

好的自己。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