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京报》报道，2月至 5月
上旬，记者随机应聘进入北京市多
家茉酸奶加盟店，发现诸多问题：
使用过期 40 余天的原料；更换效
期标签，不按时报废原料，或根本
不使用效期标签；常温存放应冷藏
的水果，水果变色、出水后，仍接着
使用等。就此，茉酸奶发布致歉声
明称，针对涉事加盟门店，茉酸奶
总部已安排即刻闭店，并将永久与
其解除合约。

此前，茉酸奶就因品质问题，
被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点名。原料废弃的标准，取决于店
长的嗅觉；奶基底、水果、糖，放多
少凭店员的感觉；青稞、燕麦等原
料过期40余天仍在使用……涉事
店面的种种行为，不仅有损消费者
的权益和健康，还涉嫌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

《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用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经营
上述食品、食品添加剂，由县级及
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予以
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更让人担忧的是，店长和店员
似乎都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常的，并
无什么不妥。不觉得是问题，难道
不是最大的问题吗？还要追问，加
盟店店员这么“理直气壮”到底是
什么原因？是觉得没有出现过事
故，就心存侥幸吗？短期来看，茉
酸奶违规操作是为了节省成本、增
加收益，但长远来看，这无异于搬
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损涉事品牌
的形象，反而是本末倒置。

其实，一直以来，茉酸奶对加
盟店也有相应的制约规定，比如，
门店内会张贴原料效期表等。但

显然，在这几家涉事门店里，原料
效期形同虚设，受到利益驱使，店
长和店员们上行下效，动歪心思为
过期原料“续命”，放松食品安全的
标准。

如此来看，茉酸奶品牌或许
有些“委屈”。但是，多家加盟店
都存在违规问题，是否也暴露出
茉酸奶的管理没及时跟上。而
要想让品牌发挥最大效益，就不
能 一 边 收 着 加 盟 费 ，一 边 重 规
模、轻管理。

在事情被曝光后，茉酸奶的回
应也算及时，态度也算诚恳。与涉
事加盟店解除合约，这是最基本

的，但也不能仅解约了事，更要对
全国其他加盟店进行彻查，把制度
落到实处，从源头上杜绝违规行
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
自身品牌形象。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对加
盟店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一旦发
现门店违法违规，或者出现有损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要依法对其
查处，并公开曝光。

既然要做饮品品牌，那就要好
好打造产品品质、口感，那些自作
聪明的违规操作，除了给自身招
黑、减分，大概没什么效用了。
评论员 任思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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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让品牌发挥最大效益，就不能一边收着加盟费，一边重规模、轻管理

别被“付费内推”蒙蔽了双眼

过期原料“续命”，品牌必然“短命”

眼下正值2024届高校毕业季，不
少学生除在成绩上力争更好的分数
外，也希望能有耀眼的实习经历作为
简历中的“发光点”。一些不法分子
和无良机构借机挖“坑”设陷，类似

“付费内推”“有偿就业”等乱象时有
发生，在一些网络平台上稍一搜索，

“×万元进入电网、烟草、铁路、石油等
好企业”“只要报了3万多元的全流程
服务班就有 98%的上岸率”等信息纷
纷涌现。（《中国青年报》）

内推的初衷在于让人才高效、对
等、自由流动，达到用人单位与就业

者的双赢。反观当下，一些机构看到
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想到的却是“生
财之道”，将履历包装商品化，诱骗学
生和家长支付高额费用。这种所谓
的“付费内推”，已不再是单纯的熟人
社会推荐和情感招聘，而是利用学生
和用人单位的“大厂情结”，行挖“坑”
设陷之实。于社会而言，此举加剧了
就业市场的不公平，透支着公众的信
任。于毕业生而言，一旦掉入“付费
内推”陷阱，蒙受的不只是经济上的
损失，还有可能错失真正的求职机
会，从而陷入新的就业焦虑。

今年 4 月，教育部专门提醒大学
生要警惕“付费内推”“实习生套娃”

“虚假招聘”“非法传销”等求职陷
阱。几天前，教育部再次发布“求职
提示”，提醒广大毕业生要严防非法
职业中介陷阱、严防招聘收费陷阱、
严防招聘诈骗陷阱、严防“猫腻”合同
陷阱等4类陷阱。

避免落入类似“陷阱”，对毕业生

而言，要保持清醒认识，不盲目跟风、
不贪图捷径，别被这些华丽的承诺蒙
蔽了双眼；通过正当途径展示自己的
素养与能力，凭借真才实学获得职位
才是应有的态度。对高校而言，在对
接企业需求、促进学生就业等方面也
不能缺位。比如开展更为务实、更具
有针对性的就业辅导；多方联动，搭
建与用人单位直接对接平台；为毕业
生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及时发布
就业信息等。对于相关部门而言，要
想方设法在保险、劳动保障、教师指
导等方面，逐步完善统一规范的实习
制度体系，打造合理、高效的实习模
式，减少形式主义实习，避免低质量
实习现象。

概而言之，根治“付费内推”乱
象，需要在多方面形成合力。要从规
范就业市场整体入手，齐心协力创造
一个公平透明、生态清新的就业环
境，让求职者都能凭借自身的努力和
才华，找到理想、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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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
催收指引能让行业
由“灰”变“白”吗

每日电话催收不能超过3次，每天
晚上 10点以后不能催收，不应向联系
人催收……日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
会发布《互联网金融贷后催收业务指
引》，从实操层面对催收行为和催收行
业提出诸多要求。

从《指引》的相关规定看，确实比较
细致、精准。无论是限制催收的电联次
数、通话时间，禁止“爆通信录”行为，还
是要求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应记
录催收全过程，抑或是催收内容应经金
融机构事先审核确定，均体现了极强的
现实针对性。不过，制定规范条款是一
回事，现实操作则是另一回事，如何确保
相关规定落地落实并不轻松。说到底，
我们所有的努力，其实最终都指向同一
个目标，即催收行为必须置于法律之下，
在法律许可的轨道、范围、框架内运行。
惟有坚决矫正暴力、“软暴力”催收，促使
催收逐渐规范化、人性化，才能重建行业
的社会信任。

北京青年报：
医保个人账户可线上购药
再增惠民含金量

为方便参保人员使用医保个人账
户线上购药，北京市医保局正组织美
团、京东两家购药平台开展非处方药
品线上支付系统测试，力争在7月1日
接入 200家以上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后
正式向参保人员提供服务。

以发展的眼光看，医保个人账户改
革的惠民空间还可以继续拓展。“可线上
购药”只是第一步，“线上购药可报销”也
终将变成现实。事实上，目前有的省份
在“互联网+职工门诊统筹”医保支付方
面展开创新，比如参保人员通过医保互
联网医院网上问诊开具电子处方后，在
定点医药机构购药也可享受职工医保门
诊统筹待遇。“从线上获得处方”虽然与

“线上购药可报销”还差一步，但只需将
定点医药机构购药从线下搬到线上，就
可形成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红利的叠加，
让居民从中获得更多好处。

涉事店面 新京报图

南方都市报：
智能不是折腾
教育数字化要掌握好节奏

近日，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持
续收到闵行区部分家长的投诉，称孩
子学校正在推广使用一种“智能笔”，
让他们烦不胜烦。据悉，这种“智能
笔”可以采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
老师也可以使用“智能笔”进行作业批
改，并将孩子学习情况反馈给家长。

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学生学习与
老师授课的方式当然需要也应该做到与
时俱进。“智能笔”作为数字化与智能化
的产品，兴许是未来教学的大体方向，但
目前是否合适，或当下是否适合大面积
推广，值得商榷。从家长们的投诉意见
看，结论是条件尚不成熟，或时机未到。
其一，使用这个“智能笔”，还需另外携带
一套与“智能笔”相匹配的教材与书本。
其二，对部分自制力差的孩子而言是不
折不扣的“玩具”。其三，孩子回家做作
业离不开手机，加大家长管理孩子合理
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