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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偶然的食材短缺以
及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有条件
的朋友对自家阳台动起了心
思。然而，阳台种菜还真没那么
简单，有不少细节需要注意。

首先，种什么菜要精选。“都
市农夫”们很可能并不熟悉蔬菜
种子，若不慎买到不适合家庭食
用的野菜种子，种出一盘有毒蔬
菜，那可就相当危险了。前几年
有新闻报道，夫妻俩沉迷阳台种
菜，不料却没选对种子，种出了

让全家人中毒的“阳台野菜”。
其次，种菜所用的土壤、容

器和肥料要精选。都市种菜土
壤难寻，有人去小公园或马路绿
化带挖土回家。然而，很多公园
是由废墟或垃圾堆放点改造而
来，绿化带则长期吸收汽车尾
气，这些土壤可能已经受到重金
属、有机废物的污染，蔬菜生长
时又会通过富集作用，将各类污
染物从土壤中转移、集中到茎叶
中。因此种菜土是否安全，直接

关乎蔬菜安全。
种菜容器要避免不合格的

泡沫箱、塑料管以及装盛油漆的
废筒，肥料也不能直接施用未经
处理的家庭有机肥（如粪便），以
防引起细菌和寄生虫感染。

看来，想在都市中享受田园
生活还真没那么容易，还需掌握
更多植物学和种植学知识才能
安心种菜。

阳台种菜，细节需谨慎

低价开出数码产品、物超
所值、抢到就是赚到……快递
量激增和盲盒经济的结合下，
快递滞留件（因地址不详、电话
停机等原因没有派送成功的快
递）盲盒这种新产品可谓兼具
了开盲盒的刺激感和“博一博
单车变摩托”的诱惑力。然而，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快递滞留
件盲盒套路多，消费者上当容
易捡漏难。

在一些电商平台，搜索“快
递箱盲盒”“滞留件”等关键词，
会跳出很多“白菜价”“紧急处
理”快递滞留件盲盒的商家。
有的滞留件按斤处理，也有的
以“麻袋”为单位销售，许多商
品图封面上都有大字标明“稳
赚不赔”“抢到就是赚到”“快来
捡漏”等字样。

记者随机点进一家店铺看
到，有几元到几百元不等的价
格可选。而根据每家店铺小到
几十件，大到1万多件的成交量
来看，有不少消费者抱着“赌一
把”的心态下了单。随手点进
一个商品，评论区内零差评，几
乎全是“溢美之词”，不少人表
示“大惊喜”，开出手机“赚了”，
他们拍的“五公斤（海外原单）”
产品价格为170元。

但在某社交平台搜索相关
内容，不少消费者分享了自己
的拆盲盒体验，其中一位消费
者称自己购买的20余元的滞留
件盲盒里基本是“牙签”“棉签”
之类的东西，根本不值 20 元。
在该分享帖下，不少网友质疑

该店刷好评。还有消费者表示
自己买的 298元 20斤的盲盒中

“很多商品连说明书都没有”。
快递滞留件盲盒到底能不

能买？是否真的能物超所值？
江苏省消保委调查发现，快递
滞留件热销的当下，不少商家
抓住消费者“以小博大”的心理
动歪脑筋，将廉价批发来的小
商品分装进不同快递专用盒，
通过“精心”包装后，打上“海外
原单”的标语，“李鬼”摇身变

“李逵”，接下来，在商品评论区
安排“低价开出数码产品”等表
示“物超所值”“大惊喜”的“买
家秀”，进而营造出“买到就是
赚到”的假象。殊不知，消费者
闭眼买的滞留件盲盒，是销售
者睁着眼打包的“套路礼盒”，
消费者拆开盲盒有惊无喜，不
仅没“捡漏”反而“上当”。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一方
面，如果商家售卖的确为他人
的快递滞留件，不合法；另一方
面，滞留件盲盒套路多，上当容
易，捡漏难。

对此，专家指出，快递行业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快递运输营
业网点及人员的监管，严厉打
击贩卖快递盲盒行为。电商平
台应及时清理平台内贩卖快递
盲盒的商家，整顿打着“海外原
单”快递盲盒的噱头贩卖廉价
地摊小商品的欺骗消费者的行
为。消费者要理性消费，识别
套路和骗局，切忌贪小便宜。

工人日报

快递滞留件盲盒，馅饼还是陷阱？

近期，一些社交媒体、网站
上流传着“职称证书代办”“职
称评审包过”“不成功不收费”
等信息，也有网友反映在使用
一些手机APP时，收到过“职称
包过”的推送广告，是真的吗？
记者向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进行了求证。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四级
调研员杨俊介绍，职称申报评
审有着规范程序，需要经过个
人申报、单位推荐、部门审核、
专家评审、结果公示、核准备案
等环节。合规的职称评审机构
是经相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核准备案的职称评审委员
会，未经核准备案的职称评审
委员会评审结果一律无效。

“通过委托中介机构代办，
网络上高价购买，私自在外省、
外地参评，职称评审未经工作
单位同意获得的职称证书，均
为非正规渠道获得的职称证
书，属无效证书。”杨俊提醒。

那么，如何提高对诸如“职

称评审包过”此类虚假信息的
分辨能力？山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处一级主任科员姜鹏表示，首
先，应认准官方渠道。职称申
报信息务必以官方平台发布的
信息为准，官方平台为专业技
术人员和用人单位提供职称申
报、审核、评审、公示、公布和发
证等全程网办服务。

其次，要提升防范意识。
不轻信网络上任何“职称评审
包过”“不成功不收费”的虚假
信息，也不轻信任何自称职称
评审机构以职称评审名义要求
进行大额转账汇款的来信或来
电。官方认可的职称评审委员
会名单及联系方式，均可在官
方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
查看。

最后，广大用人单位和专
业技术人员，要加强自我防范
意识，切勿轻信网络上的不实
宣传，谨防上当受骗。

经济日报

职称评审包过？

反季蔬菜不安全还没营养？
关于蔬菜安全问题，一次讲清楚

近年来，人们对蔬菜的食
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在意，不少
人甚至自己在阳台种菜，认为
自己种菜干净卫生；也有人认
为反季蔬菜有农药、化肥、激
素残留，还没营养；还有人追
求一些新奇蔬菜，认为新奇蔬
菜有保健功效；还有年轻人热
衷于网购蔬菜，认为网购蔬菜
方便安全……

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破
解吃蔬菜的这些问题，争取吃
到放心、性价比高的新鲜蔬
菜。

这几年，网购蔬菜以其方便
快捷的优势，已经成为了年轻人
买菜的新选择。不过网购蔬菜
也有烦恼，有时快递来晚耽误做
饭，有时到手的蔬菜质量太差不
尽如人意，有时网站只剩有机蔬
菜，价位却令人咋舌。

另外，网购蔬菜的安全性也
没有十足的保障。不同平台的
蔬菜质量参差不齐，由此引起的

食品安全问题让人烦心；一些昂
贵蔬菜是否真是当日采摘、有机
蔬菜也难以判断。诸如此类，让
不少人对网购蔬菜抱观望态度。

如果您工作繁忙，网购蔬菜
时建议选择大型购物平台，通常
此类平台的货源稳定，且从采摘
到配送都具备较好的质量控制
体系，菜品质量更有保障。同
时，部分生鲜购买网站还会邀请

营养师入驻，给用户一些菜品搭
配建议，对健康不无裨益。

对于入口的食物，担心是必
要的，但过度担心也是多余。只
要搞清楚食品安全的风险点在
哪里，就无需过度担忧。选新鲜
菜，花样搭配，就能在营养和安
全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

科普中国

网购蔬菜，有利有弊观望中

这两年，市场上出现了不少
模样新奇的蔬菜，比如“芽苗”菜
——小麦苗、荞麦苗、萝卜苗、香
椿苗、苜蓿苗等，花样百出。芽
苗因为培植方法的缘故，几乎不
涉及农药、肥料等食品安全问
题，不过也不能因此将其神化。

有人认为坚持喝小麦苗汁
能抗肿瘤、降血脂/血压/血糖，这
就有所偏颇。芽苗虽含有膳食
纤维、维生素等营养素，但关于
芽苗保健的说法目前并没有可
靠的研究依据作支撑。若因此
舍弃了正规治疗，那就真是得不

偿失了。
另外一些新奇而昂贵的蔬

菜，如抱子甘蓝、手指胡萝卜等，
样子娇小迷人，价格也昂贵，但
其营养价值并不比普通甘蓝和
胡萝卜优秀太多，没必要一味追
捧。

新奇蔬菜性价比不高，体验即可

冬季蔬菜的大半壁江山要
依靠反季蔬菜，可有人总会忧
虑，反季蔬菜有农药、化肥、激素
残留，或者吃起来没有该有的蔬
菜味儿，没营养。

其实，“反季蔬菜”的概念更
适用于北方，因为在广大南方地
区，尤其是温暖的亚热带城市，
一年到头都能吃上“应季蔬菜”。

北方市面上的“反季蔬菜”
来源有三个：

一是一路从南方北上的“南
方菜”。除了在运输储存过程中
损失了一些糖分、维生素和风味
物质，影响口感之外，其他营养
素含量和它们在老家时相差无
几。如果“南方菜”在生长发育
期没有过量施用农药、化肥或植
物激素，在运送到北方后也不会

凭空出现此类隐患。
第二类反季蔬菜来自本地

蔬果冷库。一些特别适合长期
储存的蔬菜（如根茎类、瓜茄类、
蒜薹）在夏秋季被大量收购储
存，等到冬季出售，严格来说算
不上“反季蔬菜”，只是“反季出
售的蔬菜”。由于储存温度较
低，这类蔬菜中营养成分的丢失
还在可接受范围之内。那么人
们更担心的亚硝酸盐问题又如
何呢？蔬菜中的硝酸盐在细菌
作用下会变成亚硝酸盐，但细菌
存活并发生反应都需要一定的
温度。冷库中的低温环境并不
适合细菌生存，因此也就不必担
心第二类“反季蔬菜”的安全性
了。

第 三 类 ，即 本 地“ 大 棚 蔬

菜 ”，这 才 是 真 正 的“ 反 季 蔬
菜”。只要保证大棚内适宜的温
度和湿度，蔬菜便能欢快生长，
它可不管棚外是否数九寒天。
不过“人造环境”毕竟无法完全
模拟夏秋季节的日照和温度，虽
然对营养成分影响不大，却直接
影响蔬菜的口感和风味。

至于大家担心的反季蔬菜
的农残问题，目前国家抽检发现
大棚蔬菜农药残留绝大部分没
有超过规定限量，而且一些低毒
农药、有机磷农药的残留也可以
依靠光照在几小时内被降解。

可以说，反季蔬菜“功大于
过”，除了在口感、香味上比应季
蔬菜逊色，营养上的差异并没有
那么显著，农药残留的问题也无
需反应过度。

反季蔬菜，完全可以安心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