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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善行业规范，到建立相应的标准，尤其要从源头上把控好预制菜的品质热点 话题

维护预制菜声誉，用规范带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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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观新闻：
离职要走26道审批流程？
好聚好散不该这么难

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日，在广东深
圳某公司上班的李女士因健康问题提出
了辞职申请，但人事部门告诉她，按照公
司章程规定，所有离职员工都必须经过
26道审批程序。每一个审批环节，她都
要从办公系统中找到对应人员，请对方
通过其离职申请。

从法律角度讲，公司无权妨碍员工
离职。严格意义上，劳动者的辞职权是
不受用人单位审批限制的，只要劳动者
履行了提前30天书面通知的程序，超过
30天即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
无需用人单位审批同意即可离职。当
然，劳动者离职应当配合用人单位做好
工作交接，如果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原
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还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然而，法律写得清清楚楚，一些
公司却置若罔闻，用一道道繁琐的审批
流程“卡”人。如此，只会让离职员工的
去意更加坚决。殊不知，今时今日，讲人
情味儿的地方才能真正吸引人、留住人。

羊城晚报：
高校发布使用AI规定
是规范更是求真

据报道，近日，复旦大学正式发布
《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中使用AI工具的规定（试行）》，旨在明
确和规范在本科毕业论文中AI工具的
使用范围与原则。

AI 工具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广
泛，然而，部分学生过度依赖AI工具，甚
至将其用于学术不端行为。近期，复旦
大学等国内高校纷纷出台 AI 相关禁令
和规定，规范学生在学术活动中使用AI
工具的行为，彰显了维护学术诚信精神
的坚定决心。高校之所以纷纷出台此类
规定，背后是对学术精神与教育本质的
深刻理解。教育的目标不仅是传授知
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力、创新精神以及学术道德。AI技术固
然能够提升学习效率，但如果任由其替
代学生的创造性劳动，则违背教育初
衷。高校出台的相关 AI 使用规定正是
为了让学生回归自身能力的培养与提
升，避免在技术浪潮中迷失方向。

北京青年报：
“最热之年”
敲响气候变化警钟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
务局近日发布公报称，2024年成为自1850
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数据显示，
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达到15.10℃，比上个
最热年份2023年高出0.12℃。

2024 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
年，这不仅揭示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态
势，更通过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为我们
敲响了警钟。研究表明，全球变暖趋势可
能与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的燃烧有关，
这些燃烧会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和甲
烷等温室气体。正因如此，许多气候专家
都敦促必须关注气候危机，减少使用化石
燃料和碳排放。从长远来看，全球平均气
温呈上升趋势，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
度将持续加剧，而这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
是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人类只有
一个地球，环球同此凉热，极端天气是大
自然对人类发出的严重警示，需要每个
人都行动起来，从我做起积极应对。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披露了数位代表委员提出的
针对预制菜行业发展要建立统
一标准体系建议的答复。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称，目前正在完善
预制菜标准体系，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已将《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预制菜》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立项计划，组建专项工作组，
有序推进标准研制工作。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正在
组织研制《预制菜术语与分类》，
对预制菜相关术语定义和类别
进行规定。

临近春节，“年夜饭”话题又
变得备受关注。品质有保障，吃
得好，没有食品安全问题，这是
大家对年夜饭的基本要求。近
年来，随着预制菜产业的发展，
年夜饭餐桌上少不了各类预制
菜，从佛跳墙到酸菜鱼，再到猪
肚鸡等，可谓五花八门。顾客无
法回避，商家也不遗余力推荐。
但预制菜到底品质如何，行业是
否如人们预期那样符合相应规
范，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与之相对，消费者出于对食品安
全考虑，或对食品品质的高要
求，很多时候选择排斥预制菜。

如今的餐饮市场，尤其是一
些传统美食街，已经注意到这种
消费者心理。街边小店的海报
上写满“不用预制菜”“拒绝黑科
技”“现点现炒”等字样，这种“反
预制菜”宣传俨然已经成为新的
营销策略。此类社会现象越来
越普遍，从最开始受到各方关
注，到产业发展被普遍看好，再
到如今在消费终端碰壁，预制菜

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而细数
近年来与预制菜有关的公共话
题，其中有两个让人印象深刻，
或许反映了目前的社会心理。

一是有段时间，社交媒体上
“这样的外卖你敢吃吗”的话题
引发广泛的讨论，外卖小哥靠着
职业便利，拍摄部分餐馆的后厨
细节发到互联网上。其中，最引
人关注的就是，塑料袋装的全是
预制菜，品相不那么好看，看起
来甚至不那么干净。这样的预
制菜是否符合规范，品质有没有
保障，当然很难一概而论，但是，
呈现的观感的确不那么好。“科
技狠活”应该兼顾多种需求，除
了高效，也应该满足消费者对品
质的追求。如何打消消费者对
预制菜品质的担忧，仍然是目前
的一大课题。

二是预制菜进校园，一些地
方的这类操作加剧了社会的担
忧。主流的观点认为，预制菜

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在大众市
场上探索无可厚非，但在校园
推进则要相对保守。商家推动
预制菜进校园，结果只是适得
其反，预制菜发展要经历哪些
步骤，应当符合什么规范，只有
解决了这些问题，全面推广才
具备可行性。

消费心理并非无中生有，恰
恰相反，其反映的正是某种社会
现实。眼下，舆论对预制菜的评
价尚有所保留，这个时候人们需
要的不是反复科普，或者各式各
样的心理按摩，而是通过必要的
举措实打实地消除担忧，从完善
行业规范，到建立相应的标准，
尤其要从源头上把控好预制菜
的品质。如果食品质量有保障，
那么行业声誉就会逐渐建立起
来。拉长时间看，消费者是理性
的，只要品质没有问题，市场很
快就会反应过来。
据《南方都市报》

据央视新闻报道，1 月 14 日，
2025年春运正式开启，到 2月 22日
结束，为期 40天，交通部门预测，全
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90亿人
次，预计创历史新高。今年春运，全
国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 5.1亿人
次，日均1275万人次，较去年春运增
长 5.5% 。 对 此 ，铁 路 部 门 根 据
12306预售票和候补购票数据，将在
条件允许的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大运
力资源投放，节前客流高峰期将在
热门区间增开夜间高铁。

作为“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

节，2025 年春节意义更为重大。“90
亿人次”流动量，体现公众归家之心
迫切，同时也意味着，铁路等相关部
门需付出比往年更多努力，以此保
障公众出行需求。

为了精准有效地调配运力、最
大限度满足公众出行需求，一段时
间以来，铁路部门想旅客之所想、急
旅客之所急。比如，推出春运期间
学生、务工人员专区预约购票功能；
强化购票系统安全与稳定，通过识
别认定访问频次极高等异常情况，
拒绝异常登录访问请求3714万次。
从各方各面来看，铁路部门都在积
极应对春运“大考”，以实际行动答
好“考卷”。

具体来看，铁路部门根据信息
预填、候补购票数据，主动做好运力
统筹调配——在条件允许热门方向
和时段加大运力资源投放、在热门
区间增开夜间高铁。在此过程中，
铁路部门也借助大数据精准支持，

动态研判春运出行趋势，优化运力
配置。这一系列暖心举措，有效缓
解需求旺盛和保障能力不足的矛
盾，让公众回家之路更顺更温暖。

除了加大运力资源投放，“安
全”也是春运的关键词。一般来说，
春节期间恶劣天气不确定性较大，
相关部门需严阵以待，充分认识到
春运面临的形势特点，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比如，建立春运气象预警
共享机制，实时发布天气预警信息，
有效应对恶劣天气。

如今的中国，交通织网、设施完
备，海陆空等方式都可以通往“回家
的路”，公众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多样化选择，以便早日与亲人围坐
一堂，共享天伦之乐。

春运关乎民生福祉，牵动经济
发展与社会安定，备受社会各界
瞩目。“90 亿人次”流动量，为春运
添福，更为“流动的中国”绘上斑
斓一笔。

铁路部门灵活调配运力
让回家之路更顺更温暖

卖场里琳琅满目的预制菜礼盒 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