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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张玉胜

当前，我国体育旅游热度正在上

升，体育旅游市场逐步扩大。爬山、跑

马拉松、徒步等户外活动是受到大众

普遍欢迎的体育旅游项目。另一方

面，参与户外体育旅游活动，可能存在

安全风险，需要具备安全知识、做好安

全保障。专业人士建议，相关部门要

完善体育旅游项目的标准，推进体育

旅游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健全人才培

养体系，留住风险防控、技术指导等方

面的专业人才。

近年来，以旅游业为依托，融合拉

动地方各业综合发展的“旅游+”项目

方兴未艾。相较于将旅游优势与当地

农业、工业、交通、科技、航空等传统行

业的结合，“体育+旅游”显然契合了当

下旅游热与健身热的双重国人刚需，

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也是很自然的

事情。在扶持政策引领下的体育旅游

新业态，势必彰显出良好发展前景。

体育旅游受热捧，是因为人们既

能欣赏自然风光又可以强身健体，可

谓一举两得。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地特

色的活动项目，比如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出的冰雪旅游，中西部地区依托山

地丘陵、沙漠河流等开发的峡谷穿越、

山地自行车、荒漠探险等项目，更易唤

起游客的好奇心，激发旅游欲。体育

旅游也彰显出市场需求侧和供给侧的

双向变化：游客已从“看山看水”向“游

山玩水”转变，景区以体育旅游为载

体，达成招徕和挽留游客、拉长游览时

间、确保旅游增值的目的。

鉴于旅游和体育本身具有的安全

风险性，“体育+旅游”也意味着安全

风险的叠加。这就使得其防控安全

风险、保障良好生态的业态标准化和

项目规范化至关重要。纵观当下，国

内不少省市都出台了发展本地体育

旅游产业的专门意见，但大都扶持政

策多、监管措施少，缺乏针对性强、具

有可操作性的业态标准，致使一些体

育项目因无相应政策标准而难以“名

正言顺”地开展。

体育+旅游实际上也是体育锻炼

活动进一步普及化、大众化的升级版，

同时也为传统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源头

活水，其带来的健康效益和经济效益

不可小觑。因此，以建章立制形式出

台相应业态标准，规范行为以防控安

全与环境风险，显然具有以人为本、防

患未然、促进体育旅游行稳致远和持

续发展的深远意义。

完善体育旅游业态标准，首先要

把安全放在首位。要结合当地自然条

件和管理水平，确定合适的体育旅游

项目，要通过制定单项活动标准、科学

规划旅游线路、限制每期人数等措施，

确保体育、旅游双安全；要合理设置救

助点，制定应急预案，传授自救、医疗

常识；还要树立生态保护的敬畏意识，

不能以体验探险名义涉足未开发领

域，破坏生态资源。

其次，要抓住人才这个关键。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旅游是综合性产

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体

育旅游渐成新业态，强烈呼唤旅游景

点管理水平有适应性提升。目前体育

旅游风险防控、技术指导的专业人才

相对匮乏，同时缺少大型的体育旅游

企业，无法提供相对有吸引力的岗位，

限制了管理人才的发展。为此，各地

要通过建立健全业态标准的规范化举

措，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育人才，为

体育旅游的做大做强奠定人才基础，

培育发展后劲。

背景：
8 月 3日，有媒体发表调查报道，

将网游比作新型“毒品”，将网络游戏

产业称作“精神鸦片、电子毒品”，并点

名批评腾讯和网易游戏，导致当天网游

股普跌。当前，我国62.5%的未成年网

民经常在网上玩游戏；13.2%未成年手

机游戏用户，在工作日玩手机游戏日均

超过 2小时。关于“未成年人沉迷游

戏，谁责任更大”的讨论声再次掀起。

@汗青：针对热议，多家游戏公司

立即启动了青少年网络环境整治行

动。这些并不是新的措施，只是在之

前的基础上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近年

来，各大游戏平台纷纷建立未成年保

护体系，但至今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

导致沉迷游戏、大额充值的情况普遍

存在。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是保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作

为游戏开发的主体，企业应该承担重

要责任。

@常爸：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

题。70后担心电视会毁掉下一代，80

后担心电脑和互联网会毁掉下一代，

后来还有游戏机、手机、短视频、网络

游戏……但事实证明，每一代孩子都

在这些事物的陪伴下茁壮成长，很多

00后甚至已经开始在各自领域大放异

彩。所以网络游戏也算不上“洪水猛

兽”。父母与其群起而攻之，不如多给

孩子一些高质量的陪伴，在孩子探索

世界的每一个阶段多给予他们一些选

择和健康的兴趣爱好，孩子自然也就

不会对网络游戏等低质量的娱乐方式

上瘾了。

@指南针：数据显示，2021 年第二

季度,内地移动网民为11.64亿,每日

人均APP使用时长5.1小时,其中短视

频占了29.8%,即时通讯占了20.4%,在

线视频7.3%,手机游戏只占6%。因为

使用互联网，很多人的时间已经被碎

片化，无法合理地分配学习、工作、娱

乐时间。养成一个良好的时间分配观

念，可以让人的价值和能力迅速提

高。对于孩子们来说，应该尽量用整

段的时间做好学业，再进行游戏娱乐，

防止沉溺其中、虚度光阴。

@中新社微评：未成年人容易受到

外界环境影响，何况很多成年人都沉

迷其中的游戏，孩子能自主抵抗吗？

把责任完全推给学校、游戏厂商或孩

子监护人的任何一方都是不理性的。

不妨用“拿来主义”看看国外游戏分

级，什么年龄段玩什么游戏。另外，学

校、游戏厂商、家长等要多方合作，“劲

往一处使”，引导孩子适度游戏。

““体育体育++旅游旅游””亟待标准化规范化亟待标准化规范化

如何降低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如何降低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危险危险！！

近年来，医学上主要用于

矮小症的“增高针”治疗悄然兴

起。“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所谓“增高针”其实就是注射生

长激素。专家认为，生长激素

有被滥用的苗头，可能带给使

用者内分泌紊乱、股骨头滑脱、

脊柱侧弯等健康风险。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别让小餐饮店后厨别让小餐饮店后厨
成为成为““隐秘的角落隐秘的角落””

■张淳艺

暑期已至，奶茶迎来销售旺季。

近日，有媒体记者通过随机应聘，“卧

底”网红奶茶店“奈雪的茶”，发现其多

家分店存在蟑螂乱爬、水果腐烂、抹布

不洗、标签不实等问题。

“奈茶的雪”并非个案。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此前在突击检查中发现，部

分茶饮店使用过期的、不新鲜或“三

无”物料等问题，并责令其整改。放眼

全国，网红奶茶店乱象频频被曝光。

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对1

点点、茶百道等多个品牌奶茶店突击

检查发现，食品标签不明确、冰箱内食

物不加盖、操作区卫生不达标、物品与

食品混放等现象普遍存在。南京市玄

武区市场监管局公布的专项抽检结果

显示，喜茶在微生物、糖类方面存在风

险。网红品牌奶茶店尚且如此，遑论

其他不知名品牌。

从表面上看，近年来奶茶店遍地

开花，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加上原材

料涨价，导致不少店家忙于挣钱，疏于

管理。而从深层次分析，奶茶店以外

卖为主，即使是堂食，消费者也很少进

入后厨，难以了解真实情况，这在很大

程度上给了经营者无视卫生、应付监

管的底气。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

佳的消毒液”。《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

条规定：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

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

从2014年起，国家食药监总局部署各地

在餐饮业开展明厨亮灶工作，推动餐饮

服务提供者采用透明玻璃、视频等方

式，对餐饮食品加工过程进行公示，将

餐饮服务关键部位与环节置于社会监

督之下。2018年，市场监管总局制定

《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明

厨亮灶”，进一步规范公开加工过程，推

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不过，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都是将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

过程作为倡导性行为，不具有强制约束

力，一些餐饮店有自己的“小算盘”，不

愿主动落实。2017年的数据显示，全国

已实施明厨亮灶的餐饮服务单位占持

证总数的27.52%，也就是说超七成持

证餐饮企业尚未实施明厨亮灶。新华

社记者卧底的网红奶茶店“奈雪的茶”

如果实施了明厨亮灶，经营者显然不

敢坐视蟑螂乱爬、水果腐烂等现象，记

者也就不需要再卧底暗访了。

网红奶茶店乱象再证公开加工过

程的必要性，明厨亮灶无疑是最好的

“卧底”。明厨亮灶推广多年来，餐饮

企业已经逐步适应接受，广大消费者

的监督意识也不断提高，从倡导向强

制转变的条件已经成熟。日前，《浙江

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

品摊贩管理规定》经审议通过，其中新

增规定：从事网络餐饮的小餐饮店，应

当逐步实现以视频形式在网络订餐第

三方平台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

程，具体办法由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规定。期待各地学习借鉴浙江的做

法，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推动明厨亮

灶成为标配，让社会监督时刻存在，倒

逼餐饮服务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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