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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除人们的顾虑，废旧手机回收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和透明化才是关键热点 话题

“芯碎无忧”消除手机回收后顾之忧

欢迎赐稿:评读热点新闻事件，发出你的观点和声音，请发稿至黄河评论信箱：zghhpl@163.com

媒体 聚焦

瞭望塔
□据《南方都市报》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资环集
团手机安全回收处置示范项目在
天津、汕头启动试运行。消费者
可通过“芯碎无忧”平台（小程序）
或者电话服务热线下单，既可以
选择上门现场破损服务，也能选
择邮寄保密回收。整个过程可视
化、可追踪、可溯源。手机回收到
基地后，在保密车间拆解出电池
和屏幕，进行整机破损销毁。同
时，手机拆解后可提炼稀贵金属。

作为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
队”、国内首家专注资源循环利用
的央企，中国资环集团的“芯碎无
忧”平台，有助于消除人们对废旧
手机回收利用的后顾之忧。

废旧手机的安全回收处置
早就成为社会问题。一方面，废
旧手机数量庞大，闲置浪费严
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
示：手机废弃后，约54.2%被消费
者闲置留存，只有约5%能够进入
专业的废旧手机回收平台或“以
旧换新”回收渠道。

另一方面，在信息时代，废
旧手机的信息安全问题愈发严
峻。不少家庭的废旧手机越攒
越多，宁闲不卖。全国多地消协
调研发现，数据信息安全成为影
响人们处置废旧手机的最大因
素。不少消费者表示，卖多少钱
在其次，存在手机中的照片、视
频、聊天记录等个人隐私，以及
投资理财、手机银行、购物、支付
等软件的账号与密码，即便经过
格式化处理或恢复出厂设置，在

把废旧手机卖了或“以旧换新”
后，也难保不被专业人士恢复数
据，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这对专
业人士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只
能扔在家里。废旧手机这个“金
矿”，开采起来并不容易。

此前有专业人士建议，消费
者处置废旧手机要选择正规、有
一定知名度、售前售中售后及退
赔服务流程完善的平台，确保交
易安全可靠。实际上，要消除人
们的顾虑，废旧手机回收行业的
规范化、标准化和透明化才是关
键。如今，中国资环集团“芯碎无
忧”平台试运行，就为消费者提供
了一个正规平台，其以可视化、可

追踪、可溯源的方式回收利用废
旧手机，有助于实现废旧手机高
质量回收、交易、安全处置、再生
利用，减少电子垃圾，提升资源循
环利用率，带来经济效益。

废旧手机回收还需突出生
产者责任，手机生产者（包括连
带的销售商）拥有专业技术人
员，可以保障数据清理效果，回收
利用在保障信息安全上具有较高
的可信度，更关键的是，手机生产
商对自己出产的手机知根知底，
拥有回收利用的先天优势。当废
旧手机回收省去众多中间商，直
达生产者，消费者无疑会少些顾
虑。据《北京青年报》

上海市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
医学专家反映某些集采药品可能存
在质量风险等问题。国家医保局对
此高度重视，决定联合卫生健康、工
业信息化、药品监管部门，赴上海当
面听取相关委员、专家关于药品集采
政策及中选产品质量保障的意见建
议，并重点收集有临床数据支撑、有
统计学差异的质量和药效问题线索。

集采药品质量是否有保障，这
个问题近来引发了广泛讨论。最开
始是因为价格问题，在第十批国家药
品集采中，阿司匹林肠溶片的中标价
格低至每片3分钱，而集采前，这款
药最低挂网价为0.48元一片，降幅接
近93%。这样的价格变化彼时引发
了截然不同的舆论反响，有的人庆幸

药品价格大幅下降，患者受益；有的
人则对这种价格的药品质量提出质
疑。道理很简单，药品也是商品，药
企要追求利润，如此低的价格是不是
意味着药品质量会缩水？

针对上述舆论反馈，上月底国
家医保局召开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座
谈会，就社会关注的集中采购药品
质量保障、行业创新发展等问题沟
通交流，回应了企业在加强成本控
制、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和供应方面
采取的措施。应该说这一番互动很
及时也很有必要，但舆论对药品质
量的担忧主要基于价格，只能说是
一种合理怀疑，并不足以形成定
论。而这一次座谈会，让人印象最
深刻的是提供了药品原材料的价格
信息，其实也不足以解释部分集采
药品价格过低的问题，更不能排除
质量可能存在的隐患。

可以说，经过这一番互动，原先
的疑惑并没有完全解答。这背后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信息不足的
问题，还有就是药品是一种特殊商
品，对于品质的要求更高，哪怕有一

点瑕疵，只要影响治疗效果，恐怕担
忧都不可避免。显然，有关部门有
必要重新审视一番，在集采药品质
量把关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近期随着地方两会陆续召开，
集采药品问题再次受到关注，而且
讨论更深入、更具有专业价值。

刚结束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
市政协委员、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
主任医师卢长林也带来优化集采药
品提案，并提出了制定最低成本价
底线、严把药品供应商质量关、加强
药品上市后监控、不应强迫医患使
用集采药等四项建议。

从外界依靠常识判断到临床医
生积极发声，集采药品质量问题逐
渐浮出水面，值得重视。一线临床
医生对这一专业问题显然更有发言
权，集采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但对
药品质量和用药选择权的追求同样
不可忽视。有关部门需要倾听舆论
呼声，并在今后的集采过程中平衡
好各种诉求。期待经过这一番积极
互动后，尽快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让
集采为患者带来更多福音。

关注集采药品质量
要重视临床医生意见

新华时评：
归乡的心
不容“抢票套路”辜负

春运进入第8天，迎来节后返程车票
售票高峰。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抢票软件

“加速抢票”、航空公司“加价选座”、默认
勾选增值服务等“套路”重出江湖，把乘客
的期待当筹码，把“一票难求”当商机。

护航春运归家路，必须坚决整治“抢
票套路”。近日相关部门已快速反应，作
出积极应对：铁路部门多次提示，从未授
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和办理火
车票相关业务，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
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
费。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明确表态，“加价
选座”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侵害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不得成为“行业惯例”。

“加速抢票”“加价选座”，本质都是额外
收费，通过利用供需矛盾，企图以信息不
对称盈利，不仅干扰正常购票秩序，也消
耗着平台本身的信誉。整治春运“抢票
套路”，需要多管齐下。广大乘客也要提
升辨别能力，选择正规的购票渠道，避免
掉入“套路”和“陷阱”。

正观新闻：
返乡堵车货车司机免费供水
小小的举动大大的温暖

近日，一位货车司机在社交平台发
布了一则视频，视频内容写着：“如果堵
车，如果有小孩子要冲奶粉的话，放下不
好意思的想法，就来找这个车子。车上
有饮水机，免费。”

据了解，司机当时在京港澳高速，11
个小时大概只走了3公里路，他看到很多
人缺水喝，想尽绵薄之力帮助他们。真是
热心的卡车司机，小小举动的背后，是寒
冬里温暖人心的善良。眼下正是春节返
乡高峰期，堵在高速路上的返乡人不在少
数，有的一堵可能就是十几个小时。这时
候，一杯热水的价值，已经不能用寻常眼
光看待，尤其是对于需要冲奶粉的孩子家
长，更堪比雪中送炭。货车司机利用自身
的优势，无私地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一
份善良值得点赞。更让人欣慰的是，司机
的举动感染了许多人。有不少货车司机
表示，自己车上也备有热水，如果遇到堵
车，也可以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新京报：
最小包装食品
也该标注生产日期

据报道，有市民在采购年货时留意
到，不少独立包装上没有标注生产日期
或保质期等信息，其中有的会注明“单
片/单个非最小销售单元”。这让有的消
费者犯了难：“以为瓶盖上有生产日期，
箱子早就扔了。”

食品包装上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信息，关系到消费者知情权和食品安
全。然而，目前市场上在售的部分食品，
生产日期或保质期等信息标注仍然不统
一，尤其以最小销售单元售卖的食品，包
装上都标注了生产日期，但其里面装的
独立小包装食品，有的标注了生产日期
等信息，有的却未标注。既然“最小包装
食品”是独立的，实际销售中也存在与最
小销售单元分离的可能性，而这种分离
直接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那么法律层
面有必要统一规范“最小包装食品”生产
日期等信息标注，既能最大化保障消费
者知情权，也能堵上食品安全漏洞。

济南时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