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作为商家，应
从成都这家火锅店身上汲取教训，时刻
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努力赢得顾客
的口碑，这样才能将生意做大、做强，才
能求得产业的长远发展。

微观点

近日，成都高新法院公开审理一起火锅店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案。经鉴定，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该火锅
店将顾客食用后的餐后废油回收加工制成“老油”，再将“老油”
添加到新的锅底中，对外销售供顾客食用，涉案金额 137 万余
元，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最终，该火锅店被判 10 倍
罚款 1376 万元，火锅店负责人获刑 10年。

判刑 10 年、判罚 1376 万元！这一因“地沟油”引发的危害食
品安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宣判结果让无数网友深感
震惊，受到公众强烈关注，冲上全国热搜榜。

其实，用“地沟油”赚黑心钱的话题并非新闻，它是民众多
年来投诉的焦点之一，管理部门一直在查处打击。现在，它之
所以如此受到公众关注，乃是在于执法机构这次一改过往教
育、轻罚的“温和型”处理态度，不再对这种严重危害民众健康、
非法获取不当暴利行为继续容忍，果断“亮剑”，施以“重典”，表
达了坚决制止这种卑劣恶行的坚强决心,彰显了法律震慑力。
笔者认为，这样的重罚罚得好！

对于“地沟油”，通常解释为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
将宾馆、酒楼、饭店的剩菜残羹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后产出的
油。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地沟油”质量极差、极不卫生，过氧化
值、酸价、黄曲霉素等成分严重超标，食用后，会对人的血液、消
化系统等造成损害，引起食物中毒，甚至致癌。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作为商家，应从成都这家火锅店身
上汲取教训，摒弃唯利是图、罔顾法律道德的经营思想，以诚信
经营、优质服务为宗旨，时刻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注重提升
自已的文明程度和道德素养，将顾客真真奉为“上帝”，努力赢
得顾客的口碑，这样才能将生意做大、做强，才能求得产业的长
远发展。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关乎到
民众身体健康，关乎到国家安定，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疏忽和轻
视。国家要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深化、细化、量化食
用油检测手段和标准，阻断“地沟油”混迹食品市场的途径；管
理部门要健全、完善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强化对食品业的监
督管理，加大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从重、从快、从严依法查处
不良商家的违法行为，着力创建干净、健康、卫生、安全的食品
环境，真正守护好广大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微观点

旧衣回收是个公
益慈善项目，但运作
与监管过程不能过于
“慈善”，既要严防借
慈善之名行牟利之
实，更要实行阳光回
收与透明流程，让公
众知道旧衣有哪些处
理手段，为什么只有
“绿蛙”是富有爱心
的，把事情说明白了，
也就不会出现乱花渐
欲迷人眼的乱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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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慈善“绿蛙”被蹭流量
□特约评论员钱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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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节约型社会，政府应带一
个好头。提倡机关单位过紧日子并
非嘴巴上说说而已，更应该真正付
诸于行动。

微观点

文件一律印双面，开会不发笔和本，接待优先选食堂
……日前，安徽省财政厅出台 12 条措施，要求进一步厉
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引来舆论关注。

——4月10日《南方都市报》

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么一些现象：办公
室的室内光线明明很好，可日光灯仍然毫无顾忌地开着；
机关单位文件只印一面，很多仅写了几个字的纸张就被
扔进了废纸篓；电脑闲置时也常开着，下班后仍处于待机
状态。每到夏天高温季节，不少地方用电吃紧，然而宾馆
等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却调得很低。清凉不等于“冰
凉”。进入宾馆、酒店，客人冷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连打喷
嚏；宾馆工作人员个个长衣长裤“全副武装”，如此一来，
宾馆分明成了“冰馆”。此外，一次性物品的大量使用也
很浪费，有的还到处丢弃，破坏了环境的洁净。

能源紧张，全社会上下都在大力倡导减少浪费，节约
能源，可一些人为何充耳不闻，仍然我行我素，究其原因
还是一个“公”字在心里作怪！如果是自家的东西，他们
还会这么做吗？

据报道，此次安徽省财政厅发布的这份《关于进一步
厉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的若干举措》，其要点举措一共 12
条，涉及办公经费、“三公”经费、差旅费、会议费等多个方
面。其中规定：确需印刷的文件、资料，一律双面印刷，使
用规格不超过 70g/㎡的复印纸；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冬季
不高于 20℃，夏季不低于 26℃；严禁同城接待，优先选择
单位食堂作为接待场所，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3 人；领导干
部参加会议不带助手，同一单位跨县(市)参会人员不超过
1 人；降低会议成本，不发放文件袋、笔记本、笔等各类办
公用品……

就拿节电来说，专业实验显示，只要调高 1℃，中央空
调一天就可节电 20%，1.5 匹的家用空调可节电 4.5 度左
右。早在 2007 年，国务院就发出相关通知，要求严格执行
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
于 26℃，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 20℃。”但长期
以来，这一规定形同虚设。相关测算表明，空调每调高
1℃，就可以节能 6%~8%，大大减少碳排放。

虽然现在物质生活富裕了，可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千万不能丢，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还应将过紧日子的理
念贯彻到日常生活和实际工作中去。

笔者以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政府应率先示范。安徽
省财政厅出台 12 条措施，要求进一步厉行节约，坚持过
紧日子的做法很有必要。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身
边做起，从点滴入手，从节约一只纸杯、一张纸、一支笔这
样的小事做起，那么会议经费、“三公”经费，用电用水浪
费等现象就会明显减少。只有人人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
惯，身体力行地为单位、为集体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不
必要的浪费，才能使厉行节约真正取得实效，使勤俭节约
的好风气、好做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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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衣回收箱，最早出现的是“绿蛙”，也是实
行慈善捐赠处理的公益回收。然而，时过境迁，很
多小区却已是“蛙”声一片，绍兴某小区 7 只“绿
蛙”，竟有4家投放单位，其中只有一家是官方认可
的。也就是说，7家中只有一家是真正践行慈善责
任的，其他的山寨“绿蛙”都是蹭爱心流量的“黑
蛙”。

如果没有当地民政局的指认，市民大多不知
“绿蛙”还有真假之分，虽然真正的“绿蛙”从外形
上还是容易区别的，但谁又能够知道一整排的旧
衣回收箱暗藏机关，有的用于慈善，有的却用作
盈利。

笔者了解到，绍兴的“衣循环·爱循环”始于
2014 年，系省级试点项目。“绿蛙”回收箱进入社
区以来，大受市民欢迎，并已成为市民旧衣处
理的一个重要渠道。“绿蛙”走俏，“李鬼”眼
红，各类打着爱心幌子的旧衣回收箱纷
纷亮相，有蓝色小房子、白加绿回收
箱、“大熊猫”等，与“绿蛙”同台竞争，

在小区抢食“爱心”，使旧衣回收箱背后的黑色
利益链不断拉伸。

“绿蛙”被山寨，症结在何处？依笔者看来，
责任是多方面的。其一，“绿蛙”守土不力，看到

“黑箱”入侵，居然和平共处，不举报、不反映，任
由地盘失守，任由爱心“遭窃”岂是担当之举？
其二，民政部门只管审批不顾监督，知道除了

“绿蛙”之外都是未登记备案的，怎么不去查、不
去管？其三，物业也有未尽之责，对自己服务的
小区内投放的旧衣回收箱不问来路，不作查验，
抱着多多益善的心态，给“李鬼”钻了空子。

今年 3 月，民政部发布通知，禁止不具有公
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以慈善名义开展废
旧衣物回收，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须

在募捐载体的显著位置公布公
开募捐信息，接受社会监

督。信息公开，是最
好的“防伪法”，有利
于市民鉴别真伪，正

确投放。然而，仅有慈善组织公开信息还不够，
民政部门也要及时发声，通过相关载体和媒体
向社会广泛告知旧衣回收的规范渠道，杜绝非
慈善回收机构打擦边球。

斩断旧衣回收利益链，保证“绿蛙”慈善血
统，这需要多方合力破题，一是社区把好入口
关，对无关爱心的回收箱坚持说“不”；二是部门
把好监督关，对群众反映或巡查逮获的“黑蛙”
要及时介入，妥善处理；三是市民把好投放关，
看清楚回收箱是不是“慈”字号再投，让“黑蛙”
们无衣可“食”，也就失去了蹭爱心的市场。

旧衣回收是个公益慈善项目，但运作与监
管过程不能过于“慈善”，既要严防借慈善之名
行牟利之实，更要实行阳光回收与透明流程，让
公众知道旧衣有哪些处理手段，为什么只有“绿
蛙”是富有爱心的，把事情说明白了，也就不会
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乱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