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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宸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海关总署16日联合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

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

《意见》）。根据《意见》规定，检疫传染病染

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拒绝隔离、不如实填

报健康申明卡等，可按妨害国境卫生检疫

罪定罪处罚。

这些天，“内防输出、外防输入”成了各

疫情防控通知通报中的高频字眼。就目前

国内疫情总体形势和防控措施而言，向外

输出疫情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相反，全

球150多个国家8万多例确诊病例却时刻

提醒我们“外防输入”更为重要。从前几

天被河南郑州群众刷屏的海外旅行归国

确诊人员郭某鹏，到在登机前使用药物降

温退烧、不如实填写健康申明卡的意大利

返京人员廖某君，都印证了“外防输入”至

关重要。

在这个特殊节点，五部门联合发布《意

见》，既是要巩固国内目前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成效之举，更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

大国的态度。

《意见》重要在哪？重要在面对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在境外呈现扩散态势、通过口

岸向境内蔓延扩散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

为依法及时、从严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

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筑牢国境卫生检疫

防线，遏制疫情通过口岸传播扩散和维护

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16 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起瞒报疫情由

境外入境案件的调查情况——登机时服用

退烧药、未如实向乘务人员提供个人健康

状况和同行人员情况的美国归国人员黎某

被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黎

某已出现身体不适，若根据边境管控政策，

难以顺利入境，于是选择采用药物降温、瞒

报不报等行为逃避检疫。由此可见，《意

见》的发布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特别是边境

检疫防控的行为上了“双紧箍”，形成了防

控合力。

通过近期频见报端的“服药入境”事件

不难看出，边境检疫虽然标准明确，但并非

没有改进和完善之处，维护好边境检疫秩

序，一方面需要检疫部门严格执法，另一方

面更有赖于入境者出于公序良俗和遵纪守

法考量如实填报个人健康状况。这是此次

《意见》的价值和目的所在。

当然，那些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希

望回到国内接受检查和治疗者的心情可以

理解，但越是在当前各国疫情实际状况仍

不明朗的时刻，越要遵从当地的疫情防控

政策，做好隔离和防护。

就入境者而言，如实申报健康情况是

责任更是义务，既是对个人健康负责，更是

对其他不特定人员健康负责。希望通过特

殊手段混过检疫的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都应当为个人无视检疫秩序和置他人合法

权益而不顾的行为付出代价。

线上展厅

展览分5个展区，从疫情现

象到科学本质，再到精神内涵，

层层递进；口罩的使用、病毒的

影响等知识应有尽有；还能通过

小游戏体验一线医护人员的日

常工作……不久前，全国首个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网络专题展厅

上线，成为公众了解疫情、学习

相关知识的重要途径。这正是：

展览网上开，知识屏中来。能看

能游戏，在线也精彩。

勾犇 图 实思 文

针未尖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消

费维权认知及行为调查报告》显示，

约六成受访者对当前消费环境表示

放心，但所购商品或服务“品质不如

意”成为困扰受访者的最主要问题，

服务“打折”和商家跑路被认为是预

付卡消费的最大隐患；47.9%的受访者

对当前维权途径感受“一般”，“维权

过程复杂”严重影响受访者对维权途

径的感受，处理效率低和责任认定难

也成为当前消费者维权的痛点。

长期以来，维权意识不强是我国

消费领域的一块短板。然而，从中消

协的此番调查结果来看，消费者的维

权意识明显提升，90.2%的受访者遇到

消费纠纷会采取维权行动，这无疑是

让人欣喜的；但受制于“维权过程复

杂”，仅三成受访者对维权结果表示

满意，这无疑又是让人忧虑的。

的确，从既往的太多案例来看，

维权者投入的时间精力太多，额外投

入的费用太高，很多时候“追回一只

鸡，得杀一头牛”；有的消费者即使展

开了较长的维权行动，却往往会陷入

未保存相关证据、处理效率低、责任

认定难等困境。这些都影响了消费

维权的积极性，一些人既想维权，又

害怕维权。

消费维权绝不能受制于“过程复

杂”。消费维权是凝聚社会共识及各

方力量，推动消费环境改善，实现共

建共治共享的必要手段。每个具有

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具有维权意识

且“该出手时就出手”，才是社会的进

步。当具有维权意识的消费者频频

受阻于复杂漫长的维权过程，只会助

长侵权行径。

那么，维权过程到底复杂在哪

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

可选择五种渠道维权：与经营者协

商、请求消协或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

组织调解、向行政部门投诉、提请仲

裁机构仲裁、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

任何一个维权渠道都有这样或那样

的障碍，如举证难、鉴定难、诉讼难、

赔偿难。

拿举证难来说，民事诉讼举证原

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普通消费者

要想证明这证明那，哪有这般本事？

像食品类消费，吃完肚子痛才知道有

问题，没有证据只能吃哑巴亏。而在

鉴定上，第三方检测机构基本不接受

个人检测业务，且鉴定费用也往往会

吓跑普通消费者，不愿因“追鸡”而

“杀牛”。

要呵护消费维权意识，保障消费

者合法权益，必须让维权过程不再复

杂。一方面，节省消费维权的人力与

时间成本。简化维权流程，减少维权

手续；鉴于消费者弱势、商家强势，在

维权上改变“谁主张，谁举证”，实行

举证责任倒置；建立专门的消费维权

调解机构或仲裁法庭，并走出办公

室，走近消费者，提供专业性指导。

另一方面，减轻消费维权的金钱

成本。如尽量降低或免除普通消费

维权所需的鉴定费，一些有实力的商

家和行业协会可建立“鉴定基金”，为

消费者支付一定的鉴定费用。当赔

偿费不及诉讼费时，当事人应可享受

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的司法救

助，毕竟消费维权也是为了社会公共

利益。

别因疫情误入保健品迷途
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以前经过

媒体的宣传、儿女的劝导，好不容易开始能够

以一种理性的心态看待市场上的各种保健

品，结果这次因为疫情，又在商家的蛊惑之下

迷信保健品，那真的是一件让人忧虑的事情。

苑广阔

近日，12315中心就近期未成年人充值游戏、市

民购买保健食品、餐饮店恢复堂食等消费热点发布

最新消费提示，提示市民购买保健品时要科学理性

等。每年“3·15”，在全国各地消协发布的消费提

醒、消费警示中，都少不了保健品的影子。今年保

健品非但没有缺席各地消协的消费提醒，而且还成

了提醒和警示的重点。背后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

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新冠肺炎疫情，既让公众认识

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也让一些保健品生产企业和商

家，似乎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

如果公众能够从疫情反思自身的健康问题，并

从此注重身体锻炼、健康养生，那自然善莫大焉。

但也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了各种保健品身上，

以为只要吃了这些保健品，就会提高身体免疫力，

从而远离各种病毒的侵袭。

与此同时，一些生产和售卖保健品的企业、商

家，也把这次疫情当做是自己千载难逢的市场机

遇，不但加大了保健品的营销宣传力度，而且还拼

命打道德与法律擦边球，频频蹭新冠肺炎的热点，

让消费者错误地认为只要服用了他们的产品，就可

以预防新冠肺炎。

一些保健品，确实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

较强的免疫力确实可以让人体更好地抵御外界病

毒的侵袭。这个道理，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但我

们却不能因为逻辑上讲得通，就偷换概念，变成了

只要服用某款保健品，就可以预防新冠肺炎或其他

病毒。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某款保健

品，它即便真的有用，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需要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来选择和使用。否则

的话，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保健作用，还可能适得其

反，反受其害。

不是说不能服用保健品，而是不要过于迷信保

健品，过犹不及。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以

前经过媒体的宣传、儿女的劝导，好不容易开始能

够以一种理性的心态看待市场上的各种保健品，结

果这次因为疫情，又在商家的蛊惑之下迷信保健

品，那真的是一件让人忧虑的事情。

关于保健品，不管是现在还是疫情过后，我们

都要正确、理性的认识。选购时，要认准产品包装

上的保健食品标志，也就是俗称的“小蓝帽”，以及

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依据其功能有针对性地选择，

并按说明书的要求食用，而且要认识到有效提高自

身免疫力还要靠平时多加强锻炼，正常睡眠，合理

饮食，保持良好心态。

如实填报健康状况是责任更是义务
就入境者而言，如实申报健康情况是责任更是义务，既是对个人健康负

责，更是对其他不特定人员健康负责。希望通过特殊手段混过检疫的人，无论

出于什么目的，都应当为个人无视检疫秩序和置他人合法权益而不顾的行为

付出代价。

别让“过程复杂”成消费维权痛点
每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具有维权意识且“该出手时就出

手”，才是社会的进步。当具有维权意识的消费者频频受阻于复杂漫

长的维权过程，只会助长侵权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