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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叶圣陶杯”还要忽悠多久？
■ 张淳艺

后半夜不睡真的会老得快

专家提醒，皮肤的细胞代谢主要发

生在后半夜，如果长期缺乏睡眠，会使皮

肤老化的细胞不能被及时代谢，从而加

速衰老。此外，长期睡眠不足或睡眠节

律紊乱，还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癌症

等患病风险，对健康产生广泛影响。

@央视网

近日，有家长向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反

映，自己的孩子参加了一项“叶圣陶杯”华人

青少年作文大赛，有多个“渠道商”向家长们

承诺，只要花一万元左右就可以买到该比赛

北京市赛区一、二等奖，从而帮助学生们“小

升初”加分。（3月29日《中国之声》）

叶圣陶是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以

其命名的“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

大赛从 2003 年起举办，是目前全国主办

单位级别高、专家评委权威、社会影响力

大的作文赛事之一，入选教育部面向中小

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不过，这个

宣称万元可保省级奖的“叶圣陶杯”华人

青少年作文大赛，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山

寨货。

据介绍，山寨“叶圣陶杯”是由北京一

家教育文化公司主办的。2018 年，正规

“叶圣陶杯”的主办机构将该公司告上法

庭。2019年12月23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判决其停止使用“‘叶圣陶杯’全国中小学

生新作文大赛”的名称进行赛事活动。随

后，该公司只是将比赛改名为华人青少年

作文大赛，却依然保留“叶圣陶杯”的名

头。一些不明就里的家长，很难分清真假

“叶圣陶杯”。

2018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面

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

（试行）》，对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实行清单制管理，并明确规定“竞赛

应坚持公益性，做到‘零收费’”“竞赛以及

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

的依据”。2020年，教育部再次发文强调，

严格竞赛评审，严禁竞赛违规收费，任何

竞赛奖项均不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

学加分依据。对于山寨“叶圣陶杯”来说，

未经审批举办，实行收费发奖，宣扬获奖

加分，构成违反了教育部的相关规定的

“三宗罪”。

广大家长和中小学生务必提高警惕，

避免上当。除了提醒公众树立正确教育观

念，自觉抵制违规竞赛，有关部门更应强化

日常监管，对未经批准、违规举办的竞赛活

动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对借机敛财涉嫌违

法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净化“直播带货”环境
整治行业乱象

一些平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信息

泄露、自动续费、默认搭售、“大数据杀

熟”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时有发

生。平台强制“二选一”行为也损害了公

平竞争，侵害了平台内经营者的权益。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最近正式出

台，配合电子商务法，让监管更加精准、

更加有力，有助于持续净化网络交易空

间、维护公平竞争的网络交易秩序，营造

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 @人民日报

城市管理服务外包不能“大撒把”
■ 陈广江

3月28日，一段视频被大量转发：浙江省

桐乡市一位“市容巡查”人员，要求沿街药店

撕掉玻璃窗上的店名标识，并表示这是桐乡

市政府要求，不执行便“格杀勿论”。对此，

桐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邱永堂回应称，

这段视频内容发生在3月27日，系第三方外

包公司人员操作失误，已责令第三方公司对

其停职调查。（3月28日澎湃新闻）

近年来，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效率和质

量，创新城市管理工作方法，一些地方引入

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探索执法与管理分

离的城市管理社会化服务外包模式。在这

种模式下，执法人员专门承担行政处罚等涉

及公权力的职责，外包公司则主要承担宣

传、引导、说服等职责，二者权责分明、分工

明确，有利于促进市容秩序管理专业化、高

效化、精细化。

但现实中，如果执行不规范、监管不到

位，这种“城管外包”模式容易变味走样，不

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还会因外包公司

“领会有误”“操作失误”等引发

新的纠纷和冲突，既给广大商

户添堵添乱，不利于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又影响政府的形象

和公信力。

本次事件中，市容巡查人

员自称“大队长”、带着市领导

的“命令”，不分青红皂白大搞

一刀切，“格杀勿论”“先斩后

奏”等奇葩说法更令人瞠目结

舌。事实上，按照当地相关要

求，店铺外的绿色贴纸并不需

要铲除，只有不符合规定的才

需要清理。这种外包乱象用一

句“操作失误”来解释，未免有

点避重就轻。

城市管理服务外包，并不意味着政府部

门可以“大撒把”，当“甩手掌柜”。外包公司

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具体该怎么干、乱干

有什么后果等，需要相应的制度进行约束，

谨防逾越职责边界。总之，当地相关部门不

能把“格杀勿论”言论事件当成偶发个案，而

应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城市管理服务外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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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制品一根羊毛没有，“品牌”岂能“无品”
■ 郝冬梅

吊牌写着含有96％羊

毛，实际一根羊毛都没有。

日前，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羽绒服、羽绒被、围巾、

棉服、冲锋衣和羊绒衫等冬

令用品进行监督抽查。结

果发现: 在抽查的350批次

中，共发现 43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 12.3%。

多家知名品牌的产品在监督抽查中被判为不

合格。（3月29日《央视新闻》）

围巾吊牌号称含96%的羊毛，实际检测

是100%聚酯纤维，连一根羊毛都没有……而

更为让你想不到的是，如此“薅消费者羊毛”

的行为，不仅是“小品牌”在作恶，就连七匹

狼、VERO MODA、雪中飞、恒源祥等“大品

牌”均被点名了。

产品都有“吊牌”。这个“吊牌”会标注

产品相关信息。这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保

障，主要目的在于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本来是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的“吊牌”，却

变成了让消费者“稀里糊涂消费”的罪魁祸

首。问题出在了哪儿？“吊牌”是企业的，但

“吊牌”的内容岂能让企业想怎么写就怎么

写！加强“吊牌”内容的监督，是监督商品质

量不能缺少的环节。因此，对于监督管理部

门而言，切莫轻视了“小吊牌”，“小吊牌”里

藏着“大端倪”。

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没有专业设备，

没有鉴定知识，总不能买个“羊绒制品”的上

衣、围巾、袜子，还去鉴定“羊毛的数量”吧！

这不仅“得不偿失”还“劳民伤财”。因此，

“羊毛制品一根羊毛没有”的问题，不能指望

提醒消费者注意鉴别来解决。主要问题还

是出在了监管部门。商家的良心不是“自己

约束”出来的，而是“监督约束”出来的。尤

其是目前很多地方开展的“信得过产品”以

及“行业免检产品”评选，本身就是存在漏洞

的。笔者以为，产品不能简单地用“信得过”

和“免检品”的方式进行管理。事实证明，管

理部门的“信得过”，往往就很容易造成“信

不过”。监督商品质量，监管部门要多些“信

不过”执法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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