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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虎谷峡景区一处玻璃滑道发生事
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桓仁县相关调查组正在对事故原因做进一
步调查。

近年来，玻璃栈道成为多地旅游“网红”项目，有业内人士统计，全国玻璃栈
道滑道、吊桥、观景平台的数量有1000多个。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缺乏建设标
准、管理不善，相关伤亡事故频频发生。

重庆陶然居董事长严琦
表示，企业曾经做过半份菜、
小份菜，但是很多消费者并
不买账，尤其是请客吃饭的
时候。套餐和宴席是最容易
浪费的，企业要求服务员严
禁借提供套餐服务的方式推
销过量宴席，切实减少食品
浪费……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错误的
观念、小习惯，在有意或无意
间导致了“舌尖”上的浪费。

李琴在重庆能源集团打
通一矿上班，上周末，她弟弟
出差顺路来矿上看她。李琴
在电话里已跟弟弟沟通好
了，在家里吃个便饭，然后休
息一会，但李琴的丈夫却坚
持去外面餐馆吃饭。

“老板，我们3人，给我们
称 1 斤半羊肉，两个蒸笼
……”刚进餐馆，李琴的丈夫
就开始点吃的。听着他点
菜，比平时他们夫妻俩吃的
多了很多，李琴知道她丈夫
请客吃饭好面子的老毛病又
犯了。吃到最后，他们桌上
的食物只吃了一半。

据了解，在煤矿，类似李
琴老公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煤矿人是出了名的耿直、实
在，很多时候家里来亲戚朋
友，不管是在外就餐还是在
家里吃饭，都会准备得很丰
盛，总担心饭菜不够吃。即
使是大家吃得恰到好处，主
人也感觉请客不周到、没面
子，更怕在亲戚朋友面前留
下抠门的印象。

记者在该矿区进行了随
机问卷调查，89人参与，有53
人在请客吃饭这栏选填了准
备多点，或多点些菜放心些，
多少有些剩的，才更像是请
客吃饭。

“今天周末，儿子一家回
来看我。中午我把饭菜弄多
了，没吃完，儿子说剩菜剩饭
吃了对身体不好，坚持让我
倒掉，怪可惜的。”重庆一小
区的张大妈边下楼边说。

重庆陆军大学西南医院
教授刘峰表示，不用碗、碟、
盘子来储存剩余饭菜，而采
用密封较好的玻璃保鲜盒，
并且采用低温储存；在保存

时间上，剩饭最好在1天内吃
完，剩菜则要在5-6个小时
内吃完，凉菜、绿叶菜最好当
顿吃完；吃剩饭剩菜前一定
要热透。有了以上措施，吃
剩菜剩饭还是安全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更注意养生保健，饮食
方面也比较注意，网上也有
不少宣传剩菜剩饭、肥肉等
吃了对身体不好，所以有不
少家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
其无，除倒掉剩菜剩饭，做菜
时也会处理掉瘦肉上的少许
肥肉。买的鸡鸭，在煲汤之
前也会将其皮处理掉。

记者随机调查发现，40
岁以下人群，有过半的人倒
过剩菜剩饭，有接近四成的
人不吃肥肉，有约两成的人
不吃鸡、鸭的皮。问其原因，
一是怕剩菜剩饭对身体不
好，二是肥肉、鸡皮、鸭皮油
腻，不想吃。

但公开资料显示，肥肉
中的蛋白质可以促进人体神
经系统的发育、改善记忆力，
促进维生素的吸收利用，肥
肉中的脂肪是人体热量的重
要来源。

专家建议，对于看起来
油腻、不想吃的食物，尽量不
买，或者尝试改变其烹饪方
式，减少浪费。

“厂区卖的菜很多都是
周边农民自己种的，特别是
早上出门买菜，看到特别新
鲜，就忍不住买买买，也不管
吃不吃得了。”重庆綦江齿轮
厂员工邓春梅说。

“昨天上街发现农民的
西红柿很新鲜，其实我家里
还有，但感觉这种机会不能
错过，于是忍不住买回家。”
该企业员工陈秋萍说。

“我妈见不得超市打折，
一碰上打折就会买一大袋菜
回家。”有企业员工说。

作为家庭“煮妇”，很多
人都有类似经历。或是由于
菜品鲜嫩忍不住去买，或是
因忙无奈多买，多种原因下
的无计划购买，导致最后吃
不完，只能扔掉。

对此，有人建议，平时尽
量做到有计划地购买食物。
对于超市打折活动，要提高
自己的辨识能力，以便减少
浪费。

（工人日报）

又出事故！

“网红”玻璃栈道为何屡屡“惊心”？

不剩点菜都不叫请客，养生思维下各种
挑食，超市打折买着买着就买多了

这些无意的“舌尖”浪费
戳中你了吗？

多位采访对象表示，
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和事
前预防，一些地方只能

“一刀切”地在事故发生
后直接全部封停。

记者了解到，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标准委）近
期批准发布了国家标准
《悬空地板、踏步、步道及
栈道玻璃》，标准将于
2021年 4月实施。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也在制
定相应检测和技术标准。

河北省旅游品质促

进会会长邸明慧建议，尽
快统一国家标准和管理
办法，同时明确监管部
门。李仲广表示，地方政
府、住建、地质、市场监
管、文旅、协会要多方协
同跟进，加强日常监管，
对厂家生产和商家使用
情况采取综合安全检
查。事前、事后都要杜绝
安全隐患，而不能出了事
故再调查，简单一关了
事。

在日常管理和维护

方面，专家建议借助智慧
系统及时监测桥体参数、
运营状况；加强对桥体核
心运营设备的检查；规范
游客行为；极端恶劣天气
下封闭桥梁等。

沈阳建筑大学交通
工程学院道桥系主任王
占飞也建议，景区在运营
管理中，要密切关注隐藏
问题，加强对人员的管
理、限流，强化保护举
措。

（据新华社）

为什么玻璃栈道类
项目近年来频频出现安
全事故？

曾在全国多地承建
100余个相关项目的某滑
道承建公司工作人员坦
言，目前玻璃滑道项目没
有国家标准，只有企业标
准。据他了解，全国索道
与游乐设施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组织制订的一项
行业标准仍在推进中。

“这类项目刚出来时
大家都叫玻璃桥，什么是
玻璃桥，没有统一规范，
也没有行业技术规范的
统一标准。”中国建筑第
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江西
分公司副总经理郭坤说。

中部某景区负责人
说，目前很多玻璃栈道类

项目是根据经验施工，如
玻璃滑道坡度不超过32
度等。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
院长李仲广说，有些县区
的景观栈道是当地没有
特种设备资质的小型建
设公司在生产和运营，质
量明显不过关，存在风险
隐患。

郭坤说，建设完成后，
有的企业并未做相关破坏
性实验测试桥梁稳定性，
没有抗风、减震等装置，稳
定系数得不到保障，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在一些小
景区，一些玻璃项目甚至
仅用钢杆进行连接。

石家庄铁道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教授李运生
表示，很多事故原因在于

运营管理不规范。“在什
么天气条件下、超过多少
人时应该限流或停止开
放，都应有明确规定，以
避免此类悲剧的重演。”

“景区的警示标志、
标语是否到位，下雨下雪
时是否有防滑鞋套，雨雪
清扫是否及时，定期玻璃
除霉是否进行，安全保护
措施是否到位，这都是后
期维护措施中需要注意
的。”郭坤说。

此外，谁来监管也是
令人困扰的问题。记者
了解到，玻璃栈道、滑道、
吊桥等高风险旅游类项
目，是否属于技术、安全
标准较高的特种设备，由
哪一部门监管，目前仍不
明确。

据了解，虎谷峡景区
的最大卖点，是修建了横
亘在峡谷中的玻璃大桥
和山崖边的玻璃栈道、观
景台。19日下午，部分游
客乘坐下山玻璃滑道时，
因突降暴雨、滑速过快，
导致人员碰撞发生伤亡。

根据景区资料介绍，
乘坐玻璃滑道要换上特
殊裤子，裤子的屁股位置
是加厚的。另外，滑道是
全封闭的，就算刹不住，
也不用担心会飞出去，最
多发生连环相撞或追尾。

但一名受伤游客的
家属说，本来玻璃就滑，
下完雨就更滑了，事故发
生时下滑速度特别快，难
以控制。

玻璃栈道类旅游项

目虽已成为各地“网红”，
但近年来游客伤亡事故
不断：

2019年，青岛水准零
点景区玻璃栈道整修，有
孩子差点掉进海里；2018
年，吉林长春一处玻璃栈
道因维修导致儿童坠落
受伤；2017年，湖北木兰
胜天景区玻璃栈道发生
事故，造成1死3伤；2016
年，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栈
道游客被落石砸伤……

其实早在 2017 年、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
文旅部等部门曾多次提
出加强对玻璃栈道等高
风险项目的准入、运营安
全管理。在文旅部的要
求下，各地开展了一系列
摸底调查，一些项目被责

令停业或整改。
虽然事故频发，但不

断激增的游客数量仍吸
引更多商家加入这一市
场。有业内人士统计，目
前，全国玻璃栈道滑道、
吊桥、观景平台的数量有
1000多个，类似项目不断
刷新“更高、更长、更新
奇、更惊险”的纪录，有些
还加入“5D仿真”“瞬间炸
裂”等体验噱头。

中国招标采购导航
网显示，近一年来，中标
的“玻璃栈道”及“玻璃
桥”项目至少有数十个。
在途牛网，与玻璃栈道相
关的旅游项目信息有500
余条；去哪儿网与玻璃栈
道、玻璃桥相关的产品信
息约600条。

“网红”旅游项目伤亡事故不断

背后深层问题：标准滞后、管理不规范、监管不明确

尽快实施标准，加强日常维护管理

请客总担心菜不够吃

“健康”观念下的挑剔

各种原因的无计划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