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三亚城管执法母
亲受伤5岁孩子怒喝城管”
的视频在网上风传。这段
2 月 16 日发布于优酷网的
视频，被新闻网站、网上社
区和网友微博反复转载。

仅仅从视频来看，我
们还难以完全肯定这是城
管执法打伤人。然而，翻
倒的煤炉、成群的城管、围
观的人群、满脸是血的昏
迷女子……这些要素给人
强烈的暗示，串联成一个
城管执法打人的故事，符
合人们的社会经验。至于
故事是不是发生在三亚，
街景和几个着城管制服的
人脸都相当清晰，应是不

难调查的。
情况不明的时候，根

据经验去推测事实，可能
会犯错误。然而，根据经
验去推测事实，更多的情
况下不会犯错误，否则生
活历练还有什么价值？这
一段视频即使并非城管打
人，人们如此推测，可以说
是一次失误，但不能说没
有道理。事实究竟如何，
还需要当地有关部门进行
调查，给公众一个详细的
说法。

然而，不管怎样，执法
者都应该文明执法，不能
打人，更不应当着孩子的
面，打他的妈妈。如果属

实，执法者打人就应该依
法追究责任，在孩子面前
打妈妈，超出伦理底线，应
该受到社会的谴责。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就包括孩子们有免于面对
暴力的自由。

对那个撕心裂肺地号
哭的孩子，这一天是重大
的。他看到妈妈被打，他
看到妈妈倒在地上。他妈
妈的过错是什么呢，她或
许只是为生计奔波而陷入
了妨碍城市观瞻的处境。
而纵使她有万般不是，她
没有放弃生活，她仍然是
孩子的至爱。她血流满面
地倒在街头，我们看到那

个孩子的无助与恐惧、号
叫与哭喊。他无力而幼
小，他愤怒而痛苦，只是他
还无法将怨愤转化成力
量。谁将他的母亲打伤在
街头，谁就在他心中种下
难以平静的种子。

孩子是无力的，穷困
的弱势者也是无力的，然
而，孩子终将有力，弱势者
也未必总是只抱怨自己无
能。怨愤当然不是健康的
情绪，但于无助者也未必
不是正常的反应。如何能
开导孩子的怨愤？最好的
开导，不是苦口婆心，而是
恢复正义。

□洪波（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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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反对归真堂上
市的呼声日益高涨，归真
堂创办人邱淑花予以反
击：“反对我们就等于反对
国家。”邱认为归真堂养熊
和活熊取胆生产熊胆粉均
经有关部委批准，是合法
企业。邱淑花的理由听上
去像个笑话，但反对者得
承认迄今为止的所有反对
理由都是基于道德情感的
审判，而没有任何法律追
究，这岂能奏效？

——阮加文（媒体人）

尽管网友一致谴责，
但归真堂也许巴不得让
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因
为网友会普遍产生一个印
象：归真堂卖的是真熊胆，
这传播效果比平淡的媒体
广告强多了。熊胆制药的客
户群不是吃肯德基的大众，
而是病人或送礼对象；购买
熊胆制成的药或保健品，并
不会带来罪恶感。另，事实
上熊胆并没有神奇疗效。

——李征（媒体人）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些利益
群体利用话语权刻意曲解
政策，并扭曲政策。去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说得很明
白，货币政策要向小微企业
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倾
斜，不是向房地产倾斜。
但每一次下调，一些开发
商大肆宣泄自己的高兴。
政府的政策很重要，对政
策的及时解读更重要。

——马光远（学者）

买不起双立人，买了
一堆苏泊尔，结果说是可
能导致帕金森，这让俺咋
办？到底问题有多大，国
家质监部门应该给个说
法。产品打黑要支持，但
不能黑打。达芬奇风波证
明，质量监督这水也很深
啊。我希望，用不着把家
里的锅全扔掉，还没地方
找赔，更不知该相信谁。
——魏英杰（专栏作家）

津巴布韦官方媒体
《先驱报》报道，4 名中国
籍男子因食用40多只野
生乌龟而被津巴布韦警察
逮捕，可能被驱逐出境。
按照《濒危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野生乌龟属于世界
濒危物种。此事可与活熊
取胆相印证，显示部分国
人的环境道德低下，正在
辱没国家形象！

——杨东平（学者）

昨天接待了云南的朋
友，听她们说起才真正感
受到云南水危机的严重
性。对于三年多不下雨，
应该是多方面，有自然的
因素，但也有人的因素（如
烟叶的大面积推广等）。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
回归“开源节流”，即多利
用先进的技术（如膜技术）
做水的循环利用，多推广
节水龙头和滴灌措施。
——方富林（公司经理）

栏目主持：武云溥

■ 第三只眼

不让行消防车
何人受惩罚

“三亚城管执法母亲受伤5岁孩子怒喝城管”事件中，谁将母亲打伤在街头，谁就
在孩子的心中种下难以平静的种子。最好的开导，不是苦口婆心，而是恢复正义。

缺斤短两、使用“口水
辣椒”、死鱼冒充活鱼、为食
客端上隔夜烤鱼……近日，

《新京报》记者通过应聘服
务员到簋街五家烤鱼店暗
访，发现上述做法成为簋街
个别饭店欺骗消费者的常
见手段，为就餐者的身体健
康带来了隐患。

作为北京富有特色的饮
食一条街，簋街是市民与游客
颇为青睐的就餐之地，也是北
京值得参观的夜景之一。而
缺斤短两、使用“口水辣椒”等
不光彩的手段，毫无疑问是
对簋街形象的一种抹黑。

事实上类似情形，在几
年前就曾出现过。2006 年
7 月，有媒体也是通过暗访
的形式，曝光了一些餐馆存
在的“口水油”、“死鱼变活
鱼”、后厨卫生状况差等问
题，报道见报后引起轰动，
有两家餐馆被勒令停业整
改。但问题是，几年之后如
此不正规经营行为，为何仍
在簋街屡见不鲜？

首要问题是，对问题餐
馆的处罚是否过轻，起不到
真正的警戒作用？食品安
全卫生事关人们身体健康，
而一般消费者又不具备专

业的识别能力，如果处罚标
准过低，对违规经营的餐馆
来说，其处罚与所带来的额
外利润相比无足挂齿，那么
商家有可能在被处罚后，很
快又故态复萌。

其次，监管部门是否对
簋 街 饭 店 经 营 有 常 规 检
查？所谓常规检查，即定期
定时对餐馆的用料来源、餐
厅与后厨的卫生状况、服务
人员的健康状况、顾客的日
常投诉等，进行问询、查验，
发现问题立即处理，不让违
规经营成为一种风气。同
样，希望保持良好口碑的簋

街，杜绝各类欺骗和损害消
费者权益的暗箱操作，否则
被毁的是积淀多年才形成
的簋街餐饮文化。

尽管被曝光的只是五
家烤鱼店，也足以引起簋街
其他餐馆、饭店的重视，想
把餐饮生意长久做下去，还
是别投机取巧才好。此外，
监管部门更要行动起来，别
仅仅满足于突击式的整治，
食品安全无小事，一个常规
化的监管机制才能促进食
品安全的“良循环”。

□韩浩月（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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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评论

簋街变味“烤鱼”为何屡曝不改？
一些不正规经营行为，为何在簋街屡见不鲜？食品安全无小事，一个常规化

的监管机制才能促进食品安全的“良循环”。

■ 时事漫画

逸夫小学
变4S店

2009年建成的
陕西渭南“赵村逸
夫小学”，在学生上
课仅两周后，赵村
村委会便将校舍以
10年期限175万元
的租金出租给了陕
西渭南威达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80多
名小学生被迫回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建的瓦房里上学。
村民多年反映无
果。（2月19日《中国
青年报》）

漫画/张建辉

据《新京报》报道，2 月
16 日晚，北京簋街发生火
灾，消防车在赶赴救火途
中，一些社会车辆不仅未让
行，反而并线超车。有网友
将“消防车遭抢行”与德国
车辆让行消防车的视频做
对比，引起舆论热议。

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救
护车等车辆，属于特种车辆，
拥有优先路权，其他车辆应
予以礼让，这是各国共通的
交通规则。但，何以德国司
机能积极让行，而中国司机
却没有？这一方面需要细化
法律的操作性，更关键的是
要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法的预
期，提升司机的公民意识。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53 条明确规定：警车、消防
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
行紧急任务时，其他车辆
和行人应当让行。但“让
行”受到路况、司机反应速
度等约束，不是司机想让
就能让的；它也不像醉驾、
闯 红 灯 有 明 确 的 执 法 标
准。这给司机操作、警察
执法，都造成一定困难。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
定，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
防车、救护车等车辆通行
的，可以处警告或罚款，乃
至五到十日的拘留。但正
因前述原因，在执法实践
中，一般只对恶意堵住医院
出入口，或者故意妨碍消防
车进入现场救火等情况，做
出行政处罚；对司机不积极
让行，鲜有做出惩罚的。

这一方面需要细化“交
法”，由交警部门向司机明
确具体操作规范，不但能为
特种车辆让路，也能避免次
生交通事故。德国的具体
操作是：当特种车辆发出警
报时，在道路左侧的车辆尽
量靠左行驶，在道路右侧的
车辆尽量靠右行驶，自然就
让出一条道路了。另一方
面，也需要交管部门加强交
通执法力度。

此 外 ，提 升 全 社 会 的
“规则意识”，无人有特权，
自然人人积极守法。

德国汽车能让行消防
车，让人们看到德国人的规
则意识、法律意识。中国要
学习德国，“功夫在路外”，包
括严格的司机准入制度、贯
穿一生的法治教育、尊重生
命尊重行人的汽车文化……
大而言之，是全体国民都在
统一的法治规则之下，没有
人超越法律的特权。

去年，德国国防部长因
为博士论文抄袭，而被剥夺
博士学位，进而下台。这与
德国司机的让行，并非没有
联系——平等的规则意识，
造就社会公平，造就负责任
的公民。

□沈彬（法律工作者）

要确保社会车辆
给消防车让行，一方
面需要细化法律的操
作性，加强执法，更关
键的是要形成全社会
共同守法的预期。

■ 一家之言

不要让孩子无助地号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