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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学校食堂，重在将责任前压、将监管关口前移，对
违法违规行为露头就打。只要坚守制度和良知，天下就没有办
不好的食堂

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汾西二
中原校长赵孟锁，被查实存在截留
餐费、虚列名目套取食材费、重复报
账套取营养午餐运营费等问题。据
当地纪委监委统计，赵孟锁任校长
期间，学校应用于购买食材费用总
额为 1072 万多元，但被截留、套取、
挤 占 的 就 有 420 多 万 元 ，占 比 约
40%。如此一来，学生的伙食水平大
大降低，也就不难想象了。

近年来，部分中小学的食堂管
理出了一些问题。例如，2024 年 12
月有媒体报道，湖南隆回两任县委
书记受贿，放任不良商家将劣质米
掺进学生营养餐。2024 年 12 月 25
日，中国人大网发布报告指出，国家
监委指导各级监察机关依法查处贪
占学生餐费、插手招标采购、收受回
扣等问题 3.8 万件，处分 2.3 万人。
对此，现代快报先后发表《学生营养
餐“变味”的根源找到了》《学校食堂

不是违规项目的资金出口》等评论
文章，予以关注。

多年来，围绕中小学食堂管理
服务，相关部门出台了包括《教育部
关于中小学食堂财务管理办法》《中
小学食堂管理服务规范》在内的多项
规定，各地学校理当认认真真地落
实。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学校，
食堂成了“长袖善舞”者、利欲熏心者
的“后花园”，予取予求，无法无天。

探究此类案例可以发现一个突
出问题：校长的“朋友圈”深度进入
学校食堂，在取得经营承包权、供餐
权 之 后 ，把 学 校 食 堂 弄 得 乌 烟 瘴
气。人民日报披露的细节就是明
例，在汾西二中，该校食堂的实际食
材供货商为汾西二中时任校长赵孟

锁的亲弟弟赵某亮，食堂负责人亢
某也是赵孟锁的前同事。此外，“食
堂由校董事长妹妹承包”“食堂承包
人是校领导近姻亲”等现象，也屡遭
群众侧目。

毋庸置疑，这种“近水楼台先得
月”、任人唯亲的做法是滋生腐败土
壤的关键原因。

令人反思的是，尽管这种“肥水
不流外人田”的现象不符合教育系
统领导干部回避规定，却长期被熟
视无睹。

违规承包学校食堂导致管理水
平大为降低，造成怨声载道的局面，
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更是引发舆
情，见不得光的事情得以公开——
然而，公众好奇的是，“内幕”为何不

能尽早地、主动地揭开？
规定落实不到位、学校主体责

任执行不到位、主管部门的监管不
到 位 ，是 此 类 问 题 长 期 存 在 的 主
因。出了事，展开雷霆行动，予以严
厉整治，自然令人欣慰，但规范管理
学校食堂，重在将责任前压、将监管
关口前移，对违法违规行为露头就
打。这是提升管理主动性、系统性，
改变被动治理局面的根本之策。

学校食堂理应带给孩子们健康
和快乐，绝不能成为坑害学生利益
的“法外之地”。

针对汾西二中食堂问题，汾西
县推行从供应商到校园餐桌全流程
可追溯管理、健全资金使用和管理
制度，学校食堂管理服务重新赢得
学生和家长点赞，这一事实说明，只
要坚守制度和良知，天下就没有办
不好的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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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不住校长的“朋友圈”，焉能办好学校食堂？

我说

近日，演员李现在社交平台分
享自己的“打鸟作业”，被生态环境
部点赞。全国各地文旅部门也纷纷

“喊话”，安利起了自家“打鸟”好去
处。从“淄博烧烤”到“尔滨出圈”，
再到此次文旅部门向明星“递橄榄
枝”，热闹的联动背后，暗含生态旅
游营销模式的新旧碰撞——当“流
量思维”遇上“生态红线”，文旅产业
该如何借势而不失控？

“打鸟”作为摄影术语，是指用

长焦镜头远距离捕捉鸟类动态，其
技术门槛与生态友好的拍摄准则
（如保持安全距离、禁止投喂干扰
等），本是小众圈层的“自律公约”。
但李现作品的出圈，让这一专业行
为被大众“看见”，也激活了地方文
旅的营销灵感：观鸟胜地借机科普
本地物种，非传统观鸟城市则挖掘
湿地资源“蹭热点”。这场狂欢折射
出文旅产业的流量考量——在保持
传统山水观光吸引力的同时，生态

旅游急需找到兼具科学性与传播力
的“代言人”。

令人关注的是，某地搬出森林
覆盖率 98.8%的保护区，喊话摄影师
来挖宝；某地打包六大湖泊湿地，定
制“观鸟暴走路线”。差异化定位可
以避开同质化竞争，然而，若缺乏科
学的游客管理预案，明星引流可能
带来某些乱象。这警示业界：生态
旅游营销不能止于“请明星”，更需
算好“生态账”。

文旅部门与明星的良性互动，
应超越简单的流量嫁接，转向关乎
生态价值的长线培育。邀请李现不
应止于拍摄宣传片，还可设计“明
星+科学家”的观鸟研学路线，将粉
丝对偶像的认同转化为对生态文明
的深层认知。

从“跟着明星去打卡”到“跟着
科学去观鸟”，这是各地生态旅游营
销必须经历的认知升级。

安徽 王志顺

从“李现效应”中，看到生态旅游营销的要点

“苦尽柑来”赢在哪里

快快评

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入
围八项百想提名，最佳电视剧、
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男女
主角……百想艺术大奖被誉为

“韩国金球奖”，是韩国电视界最
高奖项。八项提名，足够说明这
部电视剧有多“叫好”。

真正被大家认可的或许不是
剧本身，而是其表达出的精神内
核。祖孙三代女性的代际托举，
真挚细腻，“外婆在海里游，妈妈
在地上跑，我才能在天上飞”。剧
里，“苦尽柑来”的柑，是故事发
生地济州岛的特产，海女之苦和
柑橘之甜，在这里形成意象上的
对立，逻辑主线是对命运安排的
不甘。剧外，是每一个普通家庭
的生活样本，无论境遇如何，都
要做敢于掀桌而不是收拾桌子
的人。它不仅适用于女性，同样
也适用于男性，追求独立和自由
是每个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韩国影视对文化资源的挖
掘能力众所周知，近年不少作品
都 将 世 间 百 态 解 构 得 深 刻 入
骨。不难发现，这些优秀作品的
底层逻辑都是“永远不要对命运
俯首称臣”，这些都是人生中屡
试不爽的道理。

好的作品是相通的，它一定
重视细节，深耕情感，经得起比
较，扛得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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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车辆异地“包过”
据群众反映，近年来，靠近安徽

的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项城市、鹿
邑县等地乡镇陆续开了多家机动车
检测站，其主要客户群体是安徽等
地车主，主打“卖点”是不合格车辆
也能“包过”。

采访中，记者遇到一名车辆存
在问题的安徽车主赵先生。他的燃
油车是2013年购置的，去年在本地
年检时，由于尾气不达标而被检测
站要求维修。他去修理时，维修店
人员告诉他，可以帮忙去河南代检，
确保能通过。“车送回来时，确实过
检了。”赵先生说。

今年 3 月下旬，赵先生将燃油
车送到安徽阜阳一家机动车检测站
检测后，不出意外地再次收到了车检
不合格的告知单。他准备沿用去年
的方法，再去河南“碰碰运气”。赵先
生说：“今年车前挡风玻璃裂了，尾气
也不达标；如果河南那边检测也通
不过，我就打算把车报废了。”

3月 26日，记者跟随赵先生来

到项城市秣陵镇的项城市鸿祥机动
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这里地处乡
镇，毗邻106国道，距离豫皖交界处
约20分钟车程。记者在这里看到，
待检车辆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苏、山
东等地，包含大货车、皮卡车、私家
车等车型。等了两三个小时，赵先
生的车再次成功过检。

在另外几个检测站，记者也看
到类似情况。两辆在阜阳境内不符
合检测标准的机动车，其中一辆仪表
盘上显示发动机故障，皮卡车反光标
识不完整，右后方刹车灯罩破损，另
一辆排气管中的车用三元催化器缺
失；这两辆车分别在沈丘县境内顺风
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和腾达机动车
检测管理有限公司顺利过检。

记者暗访的几家机动车检测站
均位于乡镇，多被麦田包围。在与
检测站内工作人员或“黄牛”交谈
时，对方多表现出谨慎态度。

据有关部门通报的材料显示，
去年上半年，周口市检验机构受托
检测异地车比例约为47%；记者暗
访的项城市鸿祥机动车检测服务有

限公司、沈丘县顺风机动车检测有
限公司，外地车检验占比分别约
78%和93%。

皖北一家机动车检测站负责人
说，机动车检测应严格执行国家标
准，不合格、不达标的车辆必须维修
好、符合标准后才给予通过；这些检
验机构放松标准，既不利于大气污
染防治，也导致大量本地车不愿意
在本地检验。

阜阳市公安系统某车辆管理单
位负责人表示，异地过检“问题车
辆”主要是在本地辖区内行驶；让

“问题车辆”过检，会给当地带来事
故量增加的风险。

为何放任“问题检测”
同一辆车，在不同地方的检测机

构检测结果南辕北辙。这种非正常
现象，暴露出一些地方省际毗邻地带
机动车检测在监管环节存在短板。

一方面是基层监管执法能力
弱，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根据国家相关管理办法，基层
市场监管和生态环境两部门每年会

按照一定比例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联合检查。记者采访了解到，项
城市、沈丘县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在
核查这些异常检测站点时，均反馈
未发现明显问题。

未查出问题的背后，一方面是
基层检测人员力量与素质的不足。

“设备上的数据很专业，我们也看不
明白。”沈丘县生态环境分局移动源
股负责人樊长来说，“市局没有专
家；去年才开始的培训，还是从省里
请来专家。县级执法人员的理解能
力不一，很难看出猫腻。”

另一方面，对机动车检测机构
的监管执法体系仍不健全。

项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
测监管股负责人刘东和沈丘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股股长窦静均
负责了去年通报的异常站点的检查
工作。据介绍，他们检查了异常站
点的资质认定证书、部分检测车辆
检测报告复印件等材料，并要求检
测站出具异地车辆比例高的情况说
明，但并未有交管部门和生态环境
部门进行联合现场检查。

刘东表示，他们按照职责范围进
行检查，但相关检测专业性强，他们
缺乏技术手段，想查出安检和环检中
可能出现的扰乱市场行为确实难。

除了省内部门间缺乏有效协同
机制，省际间也存在数据壁垒。

阜阳市某机动车检测站负责人
告诉记者，阜阳尾气检测不合格的
车辆，需要在交通运输部门指定的
机动车维修站进行维修方可复检，
否则其他检测站都无法检测。安徽
省生态环境厅也通过智能软件对有
问题嫌疑的车辆进行通报，县级环
保部门会再核查。

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安徽初检不
合格的车辆，可以在河南境内再检，

且无初检未通过记录。阜阳市某生
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说，跨省数据
壁垒让机动车检测存在治理盲区。

让机动车安全上路
针对机动车非法检验问题，市

场监管总局办公厅2024年7月印发
关于开展机动车检验专项整治行动
的通知，明确要求进一步完善跨部
门联合监管机制，积极联合公安、生
态环境、交通运输部门加强机动车
检验机构监管。

一些受访干部群众表示，目前
机动车检测站准入门槛不高。记者
从项城和沈丘两地车管所了解到，
两地机动车保有量均为10万辆左
右，但开设的机动车检测站分别达到
9家和15家，沈丘近年来还陆续有新
增。常规机动车检测站一般布局县
域城区，但这两地分别有3家和9家
检测站建在临近安徽的乡镇。

刘东说，一些领域的无序竞争容
易演变为内卷式恶性竞争，打价格
战，或导致一些检测机构行为异化。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应合理设
定机动车检测准入门槛，并从严落
实退出机制。“比如，省级市场监管
部门可根据汽车保有量合理布局和
设点，适当提高机动车检测站资质
审批和评审标准。”窦静等表示。

周口市、阜阳市受访干部建议，
省域内可明确机动车检测监管牵头
部门，探索多部门联合执法；同时，探
索省际毗邻地区建立联合监督执法
机制，打破数据壁垒，形成监管合力。

阜阳市公安部门和生态环境部
门负责人提醒，问题车辆要及时维
修，车主莫要贪图一时便利、抱侥幸
心理；安检和环检的严要求，既是在
守护公共利益，也是在保障车主自
身安全。

机动车检测乱象调查

本省车检过不了，换个省份就“通关”？
近期，记者接群众举报称，

在河南、安徽省际毗邻地区，一
些机动车检测站让年审不合格
车辆异地“通关”。记者暗访发
现，这些检测站主要客户为外地
车辆，一些明显有问题的车辆确
实能过关。

“问题检测”为何没能得到
有效监管？如何才能消除监管
盲区，让车辆不再“带病”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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