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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粽子中有创可贴？用真相回应消费者质疑

坐地铁公交可抵扣房贷利息
这个“羊毛”值得薅

既然要做食品品牌，那就要多一些“重任在肩”意识，不要让消费者失望，也不要损害自身品牌形象热点 话题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江
苏一名消费者苏女士投诉称，其
在来伊份粽子中吃出疑似带血
创可贴的异物，并要求来伊份官
方给一个明确回应。5月 12日，
来伊份发布关于蜜枣粽异物情
况说明：在关注到舆情的第一时
间已启动全链路调查程序，并积
极与相关消费者沟通，确保消费
者的健康与权益得到保障。同
时，公司已全面下架本批次蜜枣
粽产品，消费者可选择就近门店
进行退换货，并可得到相同金额
的额外补偿。

来伊份作为“主板零食第一
股”，消费群体大，消费流量多，
一旦在食品安全方面有所疏漏，
造成的影响往往比较严重，产生
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大。而面对
知名食品品牌，大多数消费者都
会多一些信任和偏爱。如今，来
伊份被爆出食品安全问题，不仅
让消费者心理上产生巨大落差，
也让自身品牌形象受损，对双方
来说都是一个打击。

消费者在粽子里面吃出带
血创可贴，不仅观感不佳，心理
也会产生不适，甚至还会对健康
造成威胁。带血的创可贴上，有
可能会携带病毒，即便目前消费
者传染病各项指标检测结果显
示没有问题，但传染病大概有 3
个月潜伏期，是否会对健康产生
不良影响，还需要继续观察。

一个粽子里面出现异物，就
说明同批次粽子都有可能受到
影响。对此，来伊份承诺消费者
因食用存有异物的蜜枣粽而出
现的身体问题，由此产生的检

查、治疗费用，公司全额承担。
事情被曝光后，来伊份回应及时
且积极解决问题，这是其应该做
的，也是最基本的。

当然，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也不能妄下定论——是否为带血
创可贴？粽子中为何会出现异
物？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差错？
出现异物的粽子是否为代工生
产？这些问题都需要尽快进行调
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平息公
众质疑，还消费者一个真相。

而无论调查结果如何，此事
也暴露出来伊份公司管理模式
存在漏洞。按照来伊份公布的
情况说明，粽子加工过程中，每
道工序均设有专岗、专职检验人
员，但相关规定是否如同虚设有

待考究。要想让公司发挥最大
效益，就不能重效率、轻品质；重
利益，轻管理。

基于此，来伊份要对内部生
产、加工、管理等流程进行彻查，
把制度落到实处，从源头上杜绝
违规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维护自身品牌形象。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要对来
伊份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一旦发
现加工过程违法违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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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要做食品品牌，那就要
多一些“重任在肩”意识，好好打造
产品品质、口感，不要让消费者失
望，也不要损害自身品牌形象。
评论员 任思凝

据《湖北日报》报道，今年 3 月
1 日起，武汉碳普惠综合服务平
台——“武碳江湖”和民生银行武汉
分行联手，兑换福利直接升级。碳
减排量能直接用来抵扣银行贷款利
息，活动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近
日，武汉市民魏英成了第一个受益
者，她用平时攒的 4.5 万克碳减排
量，成功抵扣了当月90元贷款利息。

2023年6月，“武碳江湖”小程序
上线，相当于给每位武汉市民开了
一个“碳账户”，迄今已有超150万人
使用。武汉市民只要践行乘公交、
骑行等11种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就

可积累碳减排量，从而兑换打车券、
购物券等。

如今，节能减排依然是城市治
理的痛点。传统的环保倡导缺乏有
效的激励机制，使得部分民众在环
保行动上缺乏持续动力。而武汉此
次将个人碳减排行为量化和价值
化，无疑是一次有益尝试。

按照标准，1000 克碳减排量可
兑换2元利息红包，虽然钱不多，但
意义深远。此举不仅能帮助市民节
省开支，还能激发大家低碳出行的
热情，促使“绿色生活”从概念转变
为生活理念及日常习惯。付出“举
手之劳”就能获得实惠，这个“羊毛”
值得薅。

通过小程序，人们可以直观看
到积累的碳减排量，还可以凭此兑
换各种福利，享受减排成果；各绿色
产业及商家也可入驻，在提升城市
生态竞争力的同时，促进消费增

长。如此，可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双赢。

当然，政策还需进一步优化完
善。比如，碳减排量兑换的奖品类
型相对有限，应思考如何提高抵扣
额度、扩大合作银行范围、降低参与
门槛等，让更多市民享受福利。物
质激励具有局限性，应思考如何加
大宣传推广力度、深层次培养市民
环保意识，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碳
减排行动。

整体看，碳普惠体系也处于探
索阶段，制度体系尚不健全，技术规
范、平台功能和应用场景不够成熟，
缺乏系统的价值量化机制和市场转
化路径。未来还需进一步升级，从

“方不方便”“有没有用”两方面，让
低碳更加触手可及。

其他地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
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建立碳普惠等
公众参与机制，释放巨大绿色价值。

北京晚报：
防灾减灾没有旁观者

5月 12日是第 17 个全国防灾减灾
日，今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
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
隐患”，5 月 12 日至 18 日为防灾减灾
宣传周。

防灾减灾既关乎经济社会平稳发
展，更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
素影响，我国自然灾害的异常性、频繁
性、极端性进一步加剧，地震、泥石流、山
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对于城市
来说，诸如火灾等灾害所带来的损失，更
易成倍增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排查潜伏在身边的灾害隐患，是防灾减
灾工作落实落细的题中之义，也是市民
为城市平稳运行贡献力量的责任所在。
善除患者，理于未生。人人从我做起，主
动发现、及时举报和自觉清理身边的种种
灾害隐患，就是为城市安全构筑屏障。防
灾减灾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城市安全
平稳运行的参与者、行动者、受益者，每一
天都应该是你我心中的防灾减灾日。

南方都市报：
高校专业调整
学生选择应更理性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2024年度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全国高校新增、撤销、调整专业点达
3424个，29种新专业亮相。同时，教育
部还首次设立“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
置机制，为重点领域开通了专业设置

“绿色通道”。
正如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所说：“高校

专业发展的小逻辑，必须服从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逻辑。”高校专业调整绝非简单
的加减法，其一系列大动作都是对国家
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呼应。
新变局对高校、学生及其家庭的适应能
力无疑构成了考验。为此，高校有必要
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根据自身优势和
特色，合理设置专业，避免盲目跟风。同
时，要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提高教学质
量，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学生
及其家庭则需要建立更为理性的决策框
架，首要原则是避免陷入盲目追逐所谓

“热门专业”的陷阱。

新京报：
宠物店也“跑路”
宠物经济亟须“去泡沫”

据报道，近来，有多家知名宠物店出
现闭店或经营难以为继的现象。动辄充
值数万元，给宠物提供高端寄养、高端洗
护的宠物店，成了消费者维权热点。

宠物店是靠手艺吃饭、靠口碑维系
生意的，盈利空间有限，注定了这不是一
个谁融资多、烧钱多，谁就能赢的资本游
戏。宠物店也开始“跑路”了，说明宠物
行业亟须“去泡沫”。一方面，这对市场
发出了警报，提醒行业监管不能缺位，需
要建立有效的管理和追责机制，避免宠
物行业陷入“预付费陷阱”；另一方面，这
也提醒消费者，养宠不等于炫宠，与其迷
信高奢标签，不如用科学的养宠理念取
代盲目的情感投射。随着行业监管完
善、消费者日渐成熟，那些真正专注于专
业服务与标准化运营的宠物机构，才能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毕竟，最终能赢得
市场的，也只能是服务本身。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