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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圣娇

最近，某视频平台一位博主展示零
食过度包装的视频引发了网友共鸣。这
位博主买了一盒猪肉脯，她先后打开一
层纸质包装、一个小铁盒、一层印有猪肉
脯图案的包装袋，才见到一小块躺在塑
料小盒里的猪肉脯。撕开真空塑封膜，
才能吃到真正的猪肉脯，有网友调侃“买
包装，赠了四块猪肉脯”。评论区里，不
少网友都晒出了被过度包装的零食背刺
的经历。

过去，月饼礼盒、粽子礼盒因过度包
装曾引发热议。2022年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举办专题发布会，明确要为月饼、粽子
包装“瘦身”。如今，月饼、粽子礼盒实现
了简装，但零食过度包装的风气却愈演

愈烈，有的零食靠巧妙摆放显得满满当
当，有的靠硬纸、干燥剂提升“重量”，东
西还是那些东西，看上去却显得“高大
上”，价格自然也提了上去。

对商品进行包装，是为了保护商品、
增加卖点。过度包装之下，商品是被保
护好了，或许也能靠“高颜值”吸引一部
分消费者，但却不再物美价廉。如果消
费者购物时，因为包装需要斟酌再斟酌，
购物所需的时间成本增加了，最终消费
者可能就会放弃购买某件零食，甚至放
弃购买某一个品类的零食。从这个角度
来讲，为过度包装买单的，不只是消费
者，也不只是某一个零食厂家，可能是某
一类厂家、某一类商铺。如今，很多人喜
欢到称重的零食店去购买小包装零食，
不想为那些不必要的包装买单恐怕就是

原因之一。
过度包装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这

些零食多余的包装如果没有任何实际价
值，最终都会被丢掉，成为污染环境的垃
圾。从环保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将
为这些没用的包装买单。

月饼、粽子属于时令商品，消费者可
以通过减少购买来降低被过度消费的可
能性；平时常见的零食选择过度包装，则
无异于“自杀”。去年9月，国家标准《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正
式实施，新规明确要求食品包装不应超
过三层，非接触食品的包装成本不超过
产品销售额的 20%。我们也期待着，更
多的商家能够正确认识到包装的意义，
为零食包装瘦身，放弃在外包装上的“内
卷”，让商品真正回归本质。

为过度包装买单的，不只是消费者

□ 郝凯

前不久，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在聊城作报告时提到，年轻人要想有所
成就，就要守住初心，“择一业，终一
生”。对于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而言，

“大学专业”成为人生选择的第一个十
字路口。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为了
让这些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少一些迷
茫，高校在设置专业时不妨从“择一
业，终一生”这个角度出发，从主观客
观各方面来审视一下，或偏治学，或偏
治事。治学治何种学，治事做何种事？

如何精准定位学科专业，使之既能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又能引导青年学子将所
选专业作为终生事业？“择一业，终一
生”在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全新的内
涵与价值。

帮助学生“择一业，终一生”，在这一
过程中，高校的角色至关重要。高校应
当主动拥抱变化，通过增设新兴专业、改
造传统学科、推动交叉学科发展等方式，
打造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体系。同时，
高校还应与行业联合深化校企合作，让
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提前感知社会需求，
为国家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去年3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方案，到 2025
年，我国高校将优化调整约20%的学科专
业布点，新设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的专业。这一系列措施，旨在
强化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对接，促使高校
教育更加贴近时代脉搏，为学生的职业
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高校
必须思考的命题。在教育与职业规划的
交会点上，高校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更
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引导他们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鼓励他们结合个人
兴趣与社会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
道路，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的双重
提升。在高等教育体系的优化调整中，
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人才培养的前瞻布
局，对青年学子未来发展的深切关怀。
当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需求相契合，当
教育的使命与社会的进步同频共振，我
们有理由相信，每一位青年学子都能够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绘就属于自己的精
彩人生蓝图，实现“择一业，终一生”的美
好愿景。

择一业，终一生

□ 孟雅檀

近日，浙江杭州市委社
会工作部、杭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共同开发的杭州“小
哥码”正式发布。据报道，
外卖骑手通过实名认证、扫
描小区场所码、出示电子通
行证，即可顺利进小区送
单。“小哥码”同时还能显示
小区楼宇分布，骑手找楼也
不再成为难题。第一次上
手体验“小哥码”，骑手们有
一句朴素的评价：很有用。

近年来，入门难、找楼难
困扰很多骑手。比如有的小
区不让外卖员进入，骑手只
能把食物放在小区门口；有
的小区不让外卖电动车进，
骑手必须徒步送餐上门；有
的小区楼号标识没有规律，
甚至信息不全，骑手在小区
转圈寻找……进小区有“堵”
点，骑手无法按规定时间完
成订单，往往被投诉；还可能
和保安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外卖配送“最后一百米”
的矛盾，是各方利益未能有效
平衡。业主线上订餐当然希望
小哥送餐上门，外卖员希望快
捷进入小区则是正常诉求，但物业出于安全考
虑，要求保安将骑手拒之门外也事出有因。

用技术赋能生活，“小哥码”是解决外卖
员、物业管理和消费者三方矛盾的有益尝
试。据报道，骑手通过资格审查后领取“小
哥码”，扫码进小区就节省了登记、交涉、步
行、寻找楼号的时间。提高了配送效率，也
就增加了收入。此前试点数据显示，平均每
单节约配送时间6分钟，每月能为骑手带来
540元的增加收入。对物业而言，“小哥码”
是一道安全屏障，骑手的照片、姓名、电话、
服务站点（团队）、监督电话等信息一目了
然。“让一码兼具‘身份证、规范证、保障证’
三功能，而且可随时追溯”，物业和骑手跳
出困境，最终受益的还是业主。

“小哥码”体现的是管理精度，也蕴含
城市温度。据报道，“小哥码”未来还会有
更多的应用场景、更新颖的功能，覆盖更广
的网约配送群体，监管部门也会建立“赋码
审核”“惩戒退出”等管理机制。多部门联
动协作，实现一码多能，城市管理就能更加
有序高效。

技术用心，骑手称心，管理省心，业主
安心。这样的“小哥码”，值得好评，不妨推
广。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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