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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一举多得的技术，溯源码形同虚设，是监管责任的失守热点 话题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不少消
费者反映，其购买的商品溯源码存
在问题，甚至“海关入关日期竟比生
产日期还早”。对于溯源码上的产
品信息与实际明显不符问题，电商
多将其归结于工作人员“贴错”或

“漏贴”导致。不过，该说法无法让
消费者信服。

溯源码，是一种可追溯的防伪
手段，能将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
过程记录下来，形成完整产品信息
链。经营主体扫码，可进行产品查
验、管理进货；监管部门扫码，可追
本溯源，全链条追踪查询产品生产、
销售过程；消费者扫码，可查询真
伪，了解产品生产信息，购物更加安
心、放心。可见，商品溯源码，是一
项一举多得的技术。

然而，根据多位消费者反映，溯

源码上的产品信息与实际信息明
显不符。比如，溯源码上的商品采
购日期早于商品生产日期、商家随
时更改溯源码信息等，溯源码形同
虚设。

商品溯源码，不仅关乎消费者
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还关
系消费者健康生命权益，以及相关
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当下，消费者
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在购买过程中
往往会对那些信息有误、货不对板
的产品敬而远之，从而影响相关产
品销售和企业利润，甚至还会打击
消费者对溯源技术的信任度，阻碍
溯源技术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商品溯源码存在问题，电商却
归结于工作人员“贴错”或“漏贴”导
致，显然缺乏说服力。这也引发消
费者追问——是否有利益驱使的原
因？电商平台又是否真的将生产日

期不新鲜、假冒伪劣产品售卖给消
费者？而且，溯源码具有唯一性和
不可篡改性，相关经营主体是如何
随意更改的？溯源码造假是否已经
存在成熟的灰色产业链？若真如
此，溯源码还如何令人信服？

归根结底，溯源码形同虚设，是
监管责任的失守。基于此，监管部
门应该加大监管力度，对使用虚假
溯源码的商家进行严厉处罚，真正
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
可究；电商平台也要自检自查，及时
发现问题并解决，免得影响自身口
碑和利润；消费者也要加强维权意
识，积极进行溯源扫码，切实保障自
身权益。

唯有如此，才能让溯源码真正
发挥其应有作用。而对于这种标识
码，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技术、优化
规则、兜住底线。 评论员 任思凝

入关日期早于生产日期？
溯源码不能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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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

据报道，12月 24日，记者从
北京市发改委获悉，北京正在
积极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建中小
学将普遍设置家长等候区。据
介绍，这些家长等候区主要设
置在学校人行出入口附近，把
学校围墙向内部推进 5 米到 7
米，不占用城市公共空间，并增
设了部分座椅和遮阳篷。相比
过去家长拥堵在学校门口，家
长 等 候 区 不 仅 可 分 散 等 候 人
流，为家长提供舒适的等候环
境，还可成为校园文化展示宣
传的媒介。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看到这
样的场景：每到放学时间，中小学
门口总是挤满了家长，风吹日晒
不说，很多学校门前因为缺乏空
旷的场地，家长们“挤占”人行道，
甚至“蔓延”到了机动车道上，既
造成交通拥堵，也带来不小的安
全隐患。

设置家长等候区，无疑有利
于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也并
非单一措施，从报道可以看到，这
其实是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
一部分，是整体规划中的一环。

比如，除了家长等候区，北京
还稳步推进各类服务设施和场地
无障碍及适儿化改造：全市已设置

“爱心斑马线”500余处，18所学校
已建设“安心通学路”，开通33条

“通学公交线”、配备72辆通学车。
和等候区类似，更加安全的上

学路线，更加便利的通学公交，这
些都是城市空间里“儿童友好”的
细节。其解决的，都是一个个萦绕
在家长心头具体而微的问题。

营造一个儿童友好的城市涉
及甚广，但根本上还是要看到家
长和孩子们的“刚需”，填充一个
个细节。设置家长等候区这种

细微处的改善，就释放了一个信
号——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需求，
同样得到了回应。

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政策
措施的广泛、全面和周到，也是向
公众展现打造儿童友好城市的细
节和决心。

打造儿童友好城市，也确实
需要多管齐下，既要做好资源配
置这篇大文章，更需勾勒好日
常 场 景 里 的 细 节 。 人 们 也 期
待，这些规划设想可以尽快推
进，儿童、家长以及广大的市
民，都可以从这种文明水位的
上涨中获益。

新建中小学设家长等候区
勾勒儿童友好空间

北京昌平某学校家长等候区 “北京昌平”公众号 图

北京青年报：
警惕“网络厕所”
成为网暴隐秘的角落

2023年 11月，中央网信办开展“清
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第一条便是
坚决打击“网络厕所”“开盒挂人”行为。
一年过去，“网络厕所”躲进了更深的阴影
之中，甚至有不少用户是未成年人。

所谓“网络厕所”，指的是在二次元、
追星族、游戏圈中较为流行的一种隔空
喊话式账号，也称为“厕所号”。所谓“投
厕”，是指网友把目标人物的照片、行为
或言论投稿至社交平台的“厕所号”。“挂
厕”指的是目标人物的相关信息被发布
在“厕所号”上。“网络厕所”恰如其名，臭
气熏天、污水横流，充斥着各种负面内
容，如同一个脏乱的情绪厕所。因此，不
能任由“网络厕所”污水横流下去，不能
让其处于监管盲区，成了监管“灰色地
带”，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要进行有效治
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要根除网暴“顽
疾”，营造健康积极的网络生态，推动网
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走向“善治”，维护
网络清朗空间。

北京晚报：
依法清除
伪科普滋生的土壤

近日，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经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
决通过，这是科学技术普及法自 2002年
公布施行以来的首次修订。此次修订一
大亮点就是对伪科普重拳出击，并明确
了网络平台科普信息监管责任。

互联网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
度，方便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但也必须
看到，很多伪科普在网上大行其道。伪
科普打着科学旗号、借助网络便利，煽动
性强、迷惑性大、传播面广，既误导公众
认知、玷污科学精神，也可能让网民上当
受骗，白白损失金钱。此次科学技术普
及法修订，就是要用法律清除伪科普滋
生的土壤。相关法律条款强调了科普信
息发布者对信息合法性与科学性具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从源头上保证科普信息的
可靠性。同时，明确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
关键环节，有义务对发布的科普内容进行
审核和监管，将促使平台完善审核流程和
标准，提高对科普内容的审核能力。

南方都市报：
导盲犬进医院
有套规范指引会更好

近日，南京的视障人士尚先生发布视
频称，其带导盲犬陪同同为视障人士的女
友到南京一家医院看病被保安阻拦。对
此，涉事保安表示，因为现场有老人被吓
到，才提出让导盲犬戴上嘴套进入。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盲人有权携带
导盲犬进入医院：国家残障人士保障法
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都指出，导盲
犬可以进入公共场所。只是，可以进入
不等于随便进入，尤其在医院这样的特
殊场所，除了老人、小孩、孕妇比较多，还
有一些怕狗或者对动物毛发敏感的人士，
他们对于导盲犬的贸然进入必然会抵
触。因此，在保障盲人就诊的权利之余，
也需要对其携带导盲犬进入的必要性做
评估。据了解，目前在民航、铁路领域，导
盲犬乘车问题已经被写入相关法规。与
这些场所相比，医院的情况更加复杂，规
范的难度也更大，但反过来也说明规范的
需求更加迫切，或许是时候推动一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