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一则“不给生日红包和祝福就踢群？
山西省政协一干部被曝行为不当”的网文，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该网文公开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信
息显示，疑似山西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主任
科员邢艳军，在一个公务员考试培训班里借生日
之名，索要红包和祝福，并要求没有祝福的群员
抓紧退群。据媒体最新报道，山西省政协已对邢

艳军作出严肃处理，同时密切关注事件进展。8
月6日，邢艳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微信群
内索要生日红包和祝福系自己酒后失言，确实犯
了平时肯定不会犯的错误。（8月7日中国青年
网）

党员干部是要讲规矩的，不仅要在工作上讲
纪律讲规矩，也要在网上讲纪律讲规矩。应当看
到，党员干部的微信“朋友圈”，也是一种公众
场合，朋友圈行为也是党员干部言行的重要组成
部分。党员干部作为互联网络使用者，必须遵守
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党的纪律和规矩，在实
际工作生活中不能说的话、不能干的事、不能有
的行为，在朋友圈里同样不能说、不能干、不能
有，不能把朋友圈错误地理解成为虚拟的空间，

在网络说话做事时忘记了自己的党员干部身份。
显然，邢艳军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利用微信

群索要红包不仅仅是酒后失言的问题。当下，微
信作为一款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的活跃的社交平
台，其“红包”功能受到追捧，收发“微信红
包”为人们交流感情提供了一种新的“物质”功
能，也打开了一种新的利益输送通道。邢艳军在
微信群里公开索要红包、公开贴出收到的红包截
图，并发言称：“没有祝福语的群成员请抓紧退
群，你不是我的队伍成员，更不是我的学生”
“没脑子的赶紧退群，别让我生气”等，“吃
相”十分难看，不仅没有了一点节操，影响了自
身的形象，也违反了纪律规定，理应受到严肃追
究和处理。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微信朋友圈也不是法外
之地，微信红包中也有党纪国法不容的“雷
区”。邢艳军事件，就是一个现实教材和鲜活警
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党员干部不能“我的地
盘我做主”，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小小微信，反映
的不仅仅是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更能折射出党
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政治定位、纪律意识与道德
品质。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自己的身份和责任，
在朋友圈里也要讲纪律、讲规矩，要明确在微信
行为的“红线”、“底线”和“戒律”，现实中
不能说的话，在微信中也不能说；现实中不能伸
的手，在微信中也不能伸；现实中不能拿的好
处，在微信中也不能拿。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被一段小视频“刷屏”，收
藏家马未都现场切开了放置400多天却没有腐烂的
西瓜，并提出“能否对食品安全放心”的质疑。对此，
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转发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副研究员的文章称，西瓜表皮可以呼吸导
致水分流失，瓜的风干和其他果蔬风干并无本质
差异，跟食品安全没有关系。（8月6日《北京晨报》）

“400多天西瓜不坏”是科普良机。食物腐败是
微生物大量繁殖的结果，在北方沙漠、寒冬的气候
条件下，食物腐败速度较慢。马未都的西瓜没腐
烂，并非表皮喷了防腐剂的缘故，而是西瓜处于适
宜的干燥环境下，内部水分逐步被挥发掉，加之表
皮较厚，仅有一些萎缩现象，才没有裂口、腐败。不
仅是西瓜，包括葫芦、丝瓜等很多果蔬，都能在表
皮未坏的情况下，内部出现脱水干化现象，我们日
常使用的葫芦瓢、丝瓜擦布，就是这样做成的。食
物脱水后可以长期储存，古人早就掌握了，比如熏
肉、腊肉、梅干菜等，都是利用各种方法将食物脱
水、腌制，以延长保存期。

马未都是知名的收藏家，知识广博，但他也有
自己的知识盲点。不仅是马未都，我们每个人也都
有自己的知识盲点。马未都在节目里声称“有人说
是喷了防腐剂”，可他并不知道到底咋回事，但如
果简单归因于防腐剂，就谬以千里了。

国务院扶贫办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制
止频繁填表报数、迎评迎检、陪会参会等大量耗
费基层干部精力的行为，切实减轻基层扶贫干
部的负担，这让扶贫干部拍手称快。记者近日在
贫困县采访时了解到，填写各种表格、迎评迎检
耗费了扶贫干部的大量精力，有的驻村干部填
写各种材料忙不过来，竟然花钱雇人来填。

驻村帮扶贵在帮，若重点放在写材料、填表
格、搞总结，那就与初衷违背。过多的表格、繁多
的会议、写不完的报告材料，实际效果往往不
佳，与脱贫攻坚的“精准”要义更是格格不入。脱
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决不能在攻克

“最后的堡垒”的关键阶段陷入形式主义。
(8月7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23岁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传销，溺水死
亡事件发生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反映强烈。
广大群众对非法传销活动深恶痛绝。天津市委
市政府在静海召开紧急会议，作出部署，迅速开
展一场打击取缔非法传销的专项行动，决战20
天，彻底清除本市非法传销活动，打掉非法传销
团伙，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8月6日《新京
报》）

传销组织“发展”下线，可以说是花样百出，
居然使用“招聘陷阱”，导致大学毕业生李文星
误入传销，并溺水死亡，令人震惊。然而，传销活
动之所以如此猖獗，缘于非法传销组织根深蒂
固、顽固不化，缘于沉湎传销的受骗者“前赴后
继”、“队伍”庞大。如此语境下，天津提出决战20
天，打一场取缔非法传销歼灭战，并表示“打不
净，不罢手、不收兵”，表明了取缔非法传销的决
心和信心。

勿庸讳言，非法传销迷惑了人的心智，诈骗
了人的钱财，扰乱了公共秩序，破坏了社会稳
定，自其“问世”以来，一直是政府和法律禁止、
打击的对象。但是，由于传销的“繁衍能力”极
强，且具有“再生功能”，导致非法传销经营活动
屡禁不止，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非法传销禁
而不绝，除了其本身诱惑力大、参与者众、隐蔽
性强、查禁难度大等原因之外，也与有关职能部
门“时紧时松”的管理方式和市民漠然视之的态
度有很大的关联。

非法传销组织惯用的伎俩就是与监管“躲
猫猫”，遇到大的检查行动，就转入地下，化整为
零；行动过后，又纠合在一起，兴风作浪，让管理
部门既感到头疼，又无所适从。受人力、精力和
财力的限制，管理部门采取了“松紧结合”的监
管办法，即非法传销引发了社会问题，或接到了
群众举报，就采取集中行动进行打击；而在平
常，则放任自流，任其疯狂蔓延。可想而知，这种
消极的监管方式，不仅对非法传销组织的震慑
作用不大，反而助长了不法之徒的嚣张气焰。特
别是，一些市民对非法传销抱有“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态度，乐于当围观者，不举报，不制
止；更有甚者，为了一己私利，或提供活动场所，
或通风报信，或参与其中，这无疑给非法传销的
蔓延提供了现实土壤。

因此，大学毕业生误入传销溺亡事件的发
生，再次警示社会：对于非法传销组织，应穷追
猛打，坚持打持久战，不能有丝毫懈怠；对于非
法传销的组织者，更要严惩不贷，不能姑息养
奸。各地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联合相关职能部
门，组成一个查禁和打击非法传销的专门机构，
采取日常监管与集中行动并举的方式，持续组
织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清查，让非法传销组织无
藏身之地；同时，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积极
参与，群防群治，营造“打击传销，人人有责”的
社会氛围，让非法传销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
鼠”。

外卖配送员不应进入消费者家中、收取小费
或有其他不文明举止。8月5日，《外卖配送服务规
范》团体标准（T/CCPITCSC 007—2017）在北京发
布，本标准规定了外卖配送的服务机构要求、服务
人员、服务流程、异常情况处理、服务质量控制和
服务质量持续改进等方面内容，为外卖行业健康
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8月6日《京华时报》）

“互联网+餐饮”所催生的外卖行业方兴未艾，
带来了繁荣发展的良好形态，但网络订餐服务乱
象也屡屡出现。光鲜的外卖餐饮服务企业可能是
无证无照、污水乱排、环境极差的“黑餐馆”。在配送
环节，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不遵守交通规则、
横冲直撞、野蛮驾驶，还比如对“好评”的高要求而
不断骚扰顾客，还出现过对点餐人员起色心等恶
性事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行业的净化与优
化，离不开行业的自律与规范。配送员作为网络订
餐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具有兜底性
功能。作为基础与关键的部分，若是配送服务不能
得到规范，则整个链条的运行就失去支撑。外卖服
务规范，关键是两点：一是应明确哪些事项属于禁
止行为；二是要有系统化和一体化思维，从外卖配
送服务机构资质要求、服务设施要求、服务质量控
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制度性建设，这样才能达到

“规范运营、服务产业”的目的。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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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索红包”不仅是酒后失言
□ 孙秀岭

歼灭非法传销

需打持久战
□ 汪昌莲

“400多天西瓜不坏”

也是科普良机
□ 江德斌

给外卖配送服务立规

是行业自律第一步
□ 唐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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