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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

瞭望塔

领结婚证发个离婚证？
这种“乌龙”不可原谅

期待国家标准护航校园配餐

办理结婚登记，却拿到了离
婚证，这事儿实在太荒唐。7月
21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自己
在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民
政局领结婚证，结果发成了离婚
证。对此，相关婚姻登记处工作
人员表示，当事人谅解了，“因为
周一我们统一往各个窗口增加新
证，当时是把离婚证放错位置了，
插在结婚证里头了。当时没注
意，就发出去了。（发现后）及时给
新人把证换过来了，更正了”。

结婚证与离婚证，一字之差，
却承载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意义。
前者是婚姻的起点见证，后者是
婚姻的终点证明。将如此重要的
证件错发，看似是偶然的操作失
误，实则暴露出公共服务精细化
管理的严重缺失。工作人员的疏
忽大意，不仅让新人遭遇尴尬与
不快，更损害了政府部门公信力。

按工作人员的说法，结婚证
发成了离婚证，是因为太忙“放错
位置”，把离婚证混进了结婚证
里。这话听着轻巧，细想却让人
犯嘀咕：即便结婚证和离婚证都
是红本本，但一个烫金一个烫银，
难道分不清吗？

事实上，2004年启用新式婚
姻证时，特意用防伪水印、烫金烫
银做区分，就是为了避免混淆；
2021年更新证件内容时，又强调

要依据《民法典》规范流程。全国
这么多婚姻登记部门，为何偏偏
在这里就出现失误？

一般来说，结婚登记和离婚
登记是两个窗口，结婚证和离婚
证也会分区域存放，如今出现这
种“乌龙”，工作人员是不是平时
就习惯了随手堆放？是不是没人
检查证件摆放是否规范？

对于此事，有网友进行调侃，
“第一次见合照的离婚证。”殊不
知，调侃里其实藏着对政务服务
的隐性期待。大家笑称“合照的
离婚证”，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觉
得这种低级错误不该出现在民政

局窗口。毕竟，盖章、发证前多瞅
一眼，核对一下证件类型，本就是
流程里该有的“规定动作”。

好在事情及时纠正了，新人
也谅解了，但这不该是结束。相
关单位不如借这个机会加强流程
管理，证件存放设专门区域，同时
对发错证的问题进行追责。

婚姻登记处的红本本，印着
的不只是名字，还有大家对“郑重
其事”的期待。毕竟，结婚是人生
喜事，登记处本该是见证幸福的
地方，可别让粗心大意的“小失
误”，给喜事添了堵。
评论员 任思凝

国家首个专门针对校园配餐的
国家标准《校园配餐服务企业管理
指南》已于近日发布，将于今年12月
1日正式实施。该指南适用于为中
小学、幼儿园学生提供学生餐制作
及配送服务的校园配餐服务企业，
内容涵盖学校与供餐单位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落实、食品原料进货检查
制度执行、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防控
等关键环节，给出了系统化、标准化
的操作指引。

该指南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在守
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方面迈出了
关键性步伐。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中小学生每日在校就餐人数已突破
2亿大关，校园配餐产业规模占整个
餐饮行业的近半壁江山。此次标准
的出台，既是对现实需求的积极回
应，更是从国家层面对食品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该标

准构建了覆盖全流程的闭环监管体
系。一方面，明确要求企业配备专
职食品安全总监，建立集中采购机
制，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等举
措；另一方面，对配送车辆安装定位
系统作出强制性规定，有效填补了
食品运输环节的监管空白。标准还
提出了“每日检查、每周排查、每月
调度”的工作机制，形成了一套常态
化的风险防控体系。这种预防为
主、全程可控的管理思路，充分体现
了现代食品安全治理的先进理念。

在责任落实方面，该标准创新
性地细化了各方主体责任。通过明
确划分责任，促使学校从被动接受
监管转变为主动参与监督，同时要
求供餐企业对从原料采购到成品配
送的全过程负责。这种权责划分的
创新设计，与国内多地正在推行的

“校长陪餐制”“家长监督员”等实践
探索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建
起政府监管、企业自律、学校参与、
家长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标准的
实施将有力推动市场格局的优化升
级。通过对检验检测、人员配备、场
所设施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实际上
建立了行业的准入门槛和运营标
准，这就倒逼企业加大食品安全投
入。国内部分先行实施标准化管理

的学校案例显示，通过规范化运营
和规模化采购，完全可以在保证食
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成本优
化。可以预见，随着标准的全面实
施，行业将经历一轮优胜劣汰的洗
牌过程，市场集中度将逐步提高，最
终惠及广大学生群体。

当然，该指南在某些方面仍有
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比如，在营养
管理方面，相比部分先进学校已经
实现的精细化营养配餐，国家标准的
要求相对更宏观一些。建议未来配
套制定更具操作性的营养配餐实施
细则，推动校园餐饮从“安全达标”向

“营养优化”转型升级。再如，在检测
标准方面，虽然要求留存原料检测报
告，但对检测标准的统一性未作详细
规定，这可能影响实际执行效果。建
议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平
台，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数据
共享和全程可追溯。

我国校园餐饮管理正迎来从传
统经验型向现代标准化转型的关键
时期。这项国家标准的全面推行，不
仅构建起校园食品安全的制度屏障，
而且通过规范化操作流程潜移默化
地塑造学生的食品安全认知。随着
标准的不断完善和深入实施，我国校
园食品安全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盖章、发证前多瞅一眼，核对一下证件类型，本就是流程里该有的“规定动作”热点 话题

南方都市报：
农村公厕日常不开
便民工程岂能只建不用

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报道，山西稷
山县不少村里的新公厕常年挂着锁、关
着门。当地村民表示，新建的公共厕所
都是不提供日常使用的，只有村里有活
动或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才会开放，村民
们只能继续使用味道刺鼻的旱厕。

一边是难闻难用但常用的旱厕，一
边是设备齐全但大门紧锁的新公厕。类
似的情节过去曾多次发生。究其原因，
有的是因为项目建设施工问题无法投入
使用，有的是选址失误，但更多的还是和
山西公厕一事一样，是管理部门懒于管
理维护，将这些便民基础设施“一锁了
之”。7月21日，山西稷山县委宣传部发
布情况通报称，县委、县政府对全县农村
公厕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切实
把资金、人员、制度等长效管理机制落实
到位，确保农村公用设施正常开放。同
时县纪委监委对相关失职失责人员进行
严肃追责问责。

工人日报：
网约车投保非营运险
也是一种安全隐患

据 7月 20日《法治日报》报道，2024
年以来，多地网约车营运险保费大幅上
涨，部分网约车车主为节省成本，将实际
从事网约车运营的车辆仍按“非营运”性
质投保商业险。殊不知，车辆一旦“出
险”，车主的此类违规操作将自酿苦果。

网约车车主看似少花了一笔保费，
实则给自己挖了坑，也在一定程度上给
乘客带来了风险。近日，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网约车投保“非
营运险”发生交通事故后遭拒赔的案件，
支持了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的
主张，对网约车车主的“省钱”操作作出
了否定性司法评价，也给整个网约车行
业敲响了警钟。网约车“非营运险”和

“营运险”针对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不
同，保险公司所面临的保险风险、承担的
保险责任不同，被保险人的保费缴纳义
务也不同，根据保险契约规则和权利义
务相一致原则，这两种商业险不能替代
使用或混同使用。

扬子晚报：
让“网约护士”
从暖服务变成常服务

近日，《工人日报》报道了一组温暖
的数字：天津肿瘤医院“互联网+居家护
理”团队 6 年服务 870 余例患者，完成
2100余项护理操作，患者伤口缩小、指标
好转的案例里，藏着“网约护士”用专业
与温度填补的居家护理缺口。

当“线上预约、线下护理”从新鲜事
物变成部分患者的“刚需”，如何让这一
服务从“试点暖光”照亮更多家庭，成了亟
待破解的社会课题。“网约护士”的价值，
在于破解了居家养老的护理困局，既缓解
了家庭照护压力，又通过持续的健康指导
和心理疏导，帮患者重燃生活希望。这种

“把医院搬到家里”的服务，本质上是医疗
资源向基层下沉的创新，让优质护理不再
局限于四壁白墙的病房。当前“网约护
士”仍面临“叫好难叫座”的现实阻碍。首
先是费用问题，其次是覆盖范围有限。要
让“网约护士”从“暖服务”变成“常服务”，
需要多方合力打通堵点。

博主晒出的离婚证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