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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胳膊少腿”、锈迹斑斑、螺丝松动……

公共健身器材“不健康”警惕健身变伤身

近段时间，随着降雨的减少，人们纷纷走出家
门，前往城市绿地踏青赏景。然而，一些人在踏青
的过程中出现折朵鲜花、摘片树叶、拔根绿草、乱
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大煞风景。记者呼吁大家文
明赏景，莫让踏青成“毁青”。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于西湖生态园

问题健身器材让人望而却步

记者走访了芗城区部分配有公共健身器材的小区，
发现一些小区健身器材的“健康”情况令人担忧。市民对
这些有“健康”问题的健身器材避之不及。

双人漫步机是小区较常见的公共健身器材，可以锻
炼双腿的协调性。一般情况下，双人漫步机只支持双腿前
后移动，但是在芗城区新桥街道的东方明珠小区中，双人
漫步机除了支持前后移动外，还能够左右移动。“因为上
面连接的螺丝松了，所以在漫步机上，你还可以进行左右
晃动，虽然晃动幅度不大，但还是挺吓人的。”该小区居民
王先生一边向记者吐槽，一边小心演示双人漫步机左右
晃动的幅度。

记者观察到，双人漫步机左右晃动的幅度并不大，但
在器材晃动时，肉眼可见螺丝松动并听到异响。“如果使用
的时候螺丝突然掉了，整个踏板掉下来，摔下来受伤了怎
么办？”王先生表示，这样的公共健身器材，他不敢使用。

相较于王先生小区左右晃动的双人漫步机，芗城区
南坑街道清华园小区的漫步机，“健康”问题更为严重。记
者在该小区看到，该漫步机出现了“缺胳膊少腿”的情况，
其中一个踏板摇摇欲坠，另一个踏板缺失。走访中记者还
注意到该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部分器械生锈严重，存在
较大的安全隐患。

谁是问题健身器材的责任人？

小区公共健身器材出现破旧损坏，不仅影响小区形
象，还给居民带来安全隐患。安装在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
由谁管理和维护？谁又是小区公共健身器材的“健康”责
任人？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

在芗城区南坑街道华元小区，记者看到用于锻炼拉
伸的健身器材上由于遭受风吹日晒雨淋，早已锈迹斑斑，
部分连接器材的杆子已经缺失。有小区业主对此表示，虽
已锈迹斑斑，但依然会使用这些公共健身器材。也有业主
表示，即使有健身需求，但考虑到存在的安全隐患，只好
作罢。带着该小区业主的困惑，记者采访了该小区的物业
负责人，“我们也是刚刚接手该小区的物业，之前的物业
公司换了好几拨了，要我们负责也需要跟有关单位重新
签署协议。”

而在芗城区新桥街道的榕御小区，当有居民反映该

小区羽毛球场地面起伏不平时，物业工作人员当即表示，
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和场地都归他们负责，将安排工作
人员对场地进行维护。“几年前羽毛球场就因为泡水导致
地板开裂，我们也是安排人员进行修复。包括物业广场前
的公共健身器材，也是由我们统一负责。”该小区物业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日常维护由器材接收方负责

那么，小区中的公共健身器材由谁管理？早在 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就发布了《室外健身器材配建管理办
法》，明确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公园（广场）管理部门、机
关、企业事业组织等接收器材的组织和单位（以下简称

“器材接收方”），负责对配建在本组织和单位所辖区域内
的器材进行日常管理。提供器材的体育主管部门应依法
与器材接收方、器材供应商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器材产
权、管理维护要求以及器材种类、数量等事项。

记者就该问题采访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
示，小区公共健身器材的管理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即在小
区公共健身器材建设完成后，体育主管部门、器材接收方
和器材供应商签署三方协议，明确公共健身器材产权问
题，一般情况下，都是由该小区物业负责，具体情况市民可
以咨询小区物业或者社区居委会。

采访中，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倡议广大市民，首先，不
建议大家使用存在损坏或有明显锈迹的公共健身器材，
切莫抱有“用一下没事”的侥幸心理；其次，碰到此类“问
题”器材，要及时向小区物业或者社区居委会反映情况；
最后，我们在享受公共健身器材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注
意爱护公共健身器材。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文/图

“预订民宿就像开盲盒一样，图片非常好看，但实际上住
的不知道是哪一间。”近日，多名消费者反映，称自己预订民宿
后被房东私下更改房源，不仅房源格局和装修大相径庭，甚至
所在位置也与此前预订的不同。此类情况在民宿行业并不少
见，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爆料预订的民宿存在虚假房
源的情况，如预订后被告知无房，或临近入住时被修改房源，
还有消费者称到达后发现实际入住民宿距离预订民宿相差近
5公里。 （转自4月29日《成都商报》）

如今不少人出游，喜欢住风格多样、“小而美”的民宿。然而，
由于民宿形式多样，多为个体经营，不同于标准化的酒店，属于
非标准化住宿，且很多从业者都未经过专业化培训，依赖互联网
营销，因此乱象纷呈，让民宿屡成“民诉”，包括“花式”毁约、坐地
起价、订单不可变更或取消、订民宿变成“开盲盒”等，让消费者
想要的“舒心之旅”变成“闹心之旅”。

众所周知，盲盒给人带来的是不确定性。当订民宿变成“开
盲盒”，就会存在货不对板的情形，比如有的民宿在宣传上照片
精美，极其温馨，极具文艺形象，实际房源与订单内容严重不符，
不仅“诗和远方”的意境子虚乌有，还存在卫生状况堪忧、潜藏安
全隐患等问题；有的民宿只是城市小区的普通住宅，不过是城市
公寓或黑旅馆之类的伪民宿；有的民宿甚至是假地名、假地址的

“幽灵民宿”，要么无处可寻，要么与实际地址相距甚远……
无论是货不对板让人遭遇“照骗”，还是“幽灵民宿”让人麻

烦不断，都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订民宿变成“开盲盒”则违背了平等、
公平、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是通过虚假信息误导、欺骗消费者，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甚至包括财产
安全权，必须整治。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均出台了规范性文件，以遏制民宿
“野蛮生长”。国家层面如《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旅游民宿
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国家标准等，规定了旅游民宿经营管理的
总体要求，将旅游民宿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甲乙丙三级，实行动
态管理。不少地方也出台了相关规定。但这些文件的落地执行与
监管还不到位，且主要针对民宿相关证件、规模、卫生等进行规
范，针对预订民宿如同“开盲盒”等情况的监管却显得滞后，亟待
补齐短板。

监管尤其要抓住平台这个“牛鼻子”。虽然民宿经营具有房
源分散化、经营主体多元化等特点，但严重依赖互联网营销，平
台对入驻商家负有监管责任，从入驻信息、资质审核到日常监
管，平台均应主动作为。相关部门应强化平台的线上线下监管责
任，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或安全事故，平台“吃不了兜着走”，才能
倒逼平台加强对民宿房源等信息的审核，认真对待消费者的举
报，一经发现问题严格处理，而非审核过于宽松甚至形同虚设，
放任商家“作妖”。

既然多而小、散而乱导致监管难，是民宿业乱象丛生的根源，
那么，各地在推进民宿发展过程中不妨品牌化、连锁化，引进优强
企业，完善“专业从业者+散户”的经营模式，这样有助于实现监管
的纲举目张，以更好守护游客的“诗和远方”。 ■何勇海

订民宿
岂能变成“开盲盒”

食品包装上的日期标签玩“躲猫猫”，饱受诟病。近日，市场
监管总局印发《关于鼓励食品企业优化预包装食品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标签标识的公告》，提出包括“以白底黑字等背景颜色与
日期颜色对比明显的形式清晰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在内的
8条规定，以方便消费者清晰辨识相关标签标识，让老百姓“看
得明白、吃得放心”。 （转自5月1日《南方日报》）

众所周知，生产日期、保质期等食品日期标识既是食品的身
份证，也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的一个重要参考数据。因而，很
多消费者到商超购买食品时，往往会查看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但事实上，不少食品的外包装上的食品日期标识往往不是
字号太小，就是模糊不清。食品日期标识“躲猫猫”，不仅影响消
费者的购物体验，也不利于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限期使用的产品，
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
期。同时，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也明确规定，预包装食
品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大于35平方厘米时，强制标
示内容的文字、符号、数字的高度不得小于1.8毫米，应清晰、醒
目、持久，应使消费者购买时易于辨认和识读。可见，食品日期标
识不仅要“明确标示”，而且更要“清晰醒目”。

生产厂家为何喜欢让食品日期标识和消费者“躲猫猫”呢？
笔者猜想，如果生产日期清晰、醒目，消费者就会把生产日期与
保质期进行差额计算，一旦发现临近过期，就不容易选购这款食
品。生产日期及保质期字号小、模糊不清，甚至玩起“躲猫猫”，不
仅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也威胁着消费者的“舌尖安全”。

防范食品日期标识“躲猫猫”，还需监管“站出来”。一方面，
监管要“严督查”。市场监管、食安委、消保委等监管部门应积极
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既要加大普法宣传和教育的力度，又要
加大督查的力度，以防食品日期标识“躲猫猫”。另一方面，监管
要“严处罚”。相关监管部门一旦发现食品日期标识“躲猫猫”，就
应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妨通过高额罚
单、列入“黑名单”、从业禁止，甚至是追究法律责任等多种处罚
手段，让其既付出“经济代价”，又付出“诚信代价”，更付出“禁业
代价”和“法律代价”，倒逼其遵守相关法律规定，据实、清晰、醒
目地标注食品日期标识。

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要学会“擦亮眼睛”，如果发现食品日
期标识“躲猫猫”，既要选择不购买，又要积极大胆地向监管部门
投诉举报，切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买了之”。

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有必要给食品日期标识细
化规定、统一标准，以更加醒目的方式呈现给广大消费者，比如：
放大字号、标注清晰、位置醒目等等，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食品安全无小事，食品安全大于天”相信只要监管严督查、
严处罚，消费者擦亮眼睛，再辅以细化规定、统一标准，就一定能
有效防范食品日期标识“躲猫猫”的不法行为，从而守护好消费
者的“舌尖安全”。 ■叶金福

食品日期标识
不能“躲猫猫”

公共健身器材非玩具
带孩子玩耍需留心
此次采访，记者同时也走访了

不少市区公园。在胜利公园，记者
看到了一位哭红了眼的小朋友。

经过与小朋友母亲的沟通，记
者了解到，小朋友是在玩左右侧摆
器时，因为调皮，一只手没有按照
警示抓住扶手，导致摔倒并撞到腰
部。此外，记者还注意到，该左右侧
摆器的安全警示中印有“未成年人
不宜选用该器材”的标语。

无论是小区还是公园的公共
健身器材区，都是小朋友们喜欢
玩耍的地方，同时也是存在安全
隐患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公
共场所的部分健身器材并不适
合小朋友们使用，部分健身器材
在小朋友使用时需要家长陪同。
家长带孩子到小区和公园的公共
健身器材区玩耍时，还需仔细阅
读器材使用说明，带孩子使用适
龄的器材，并照看好孩子，避免发
生意外。

■本报记者 刘健宁

记 者 手 记

莫让踏青
成“毁青”

近年来，随着小区配套设施
的不断完善以及群众对健康重
视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小区
配置了公共健身器材，这给群众
日常休闲、健身锻炼带来诸多便
利。此外，老旧小区改造的有序开
展，让不少老旧公共健身器材得
以“退休”，取而代之的是新设备。
然而，近日有读者向本报反映，部
分公共场所的健身器材有人建、
无人管，出现损坏、老化等现象，
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就此进行走
访调查。

▲清华园
小区里“缺胳
膊少腿”的公
共健身器材

▼华元小区部分公共健身器材锈迹斑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