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牌要规范，别让人犯晕

让孩子远离“危险”礼物

郑桂灵： 在湖南， 有这样一个
犯罪团伙， 专门对官员下手： 女人
负责色诱上床、 偷拍视频。 目前，
湖南衡阳 、 郴州 、 永州和湘潭等
地， 至少有14名官员落入 “桃色陷
阱 ” 。 正所谓 “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 ” ， 只有心底无私 、 胸怀 “正
气”， 才能抵御诱惑， 防止中计。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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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孩子沉迷网络
究竟应该怪谁

晴川 ： 又到 “喝酒撸串 ” 旺
季， 北京市城管局近日公布了全市
禁止露天烧烤区域的名单。 然而，
记者多次探访海淀区小关西后街看
到， 为了躲避城管监察， 商户们选
择9点以后 “城管下班后” 再出摊。
一个小小烧烤店， 就是城市管理的
一个缩影， 看似管理小问题， 实则
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水平和智慧。

管住露天烧烤
考验管理智慧

■世象漫说
苛罚猛于虎 如果身有正气

何惧他人设局

□老笔

■长话短说

强力控烟
让天天都是“无烟日”

邓海建： 几年前的一份调查就
显示， 60.87%的家长表示， 自己孩
子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在一小时以
下。 32.48%受调查的儿童平均每天
在电视 、 电脑等电子产品上花费
1-3小时。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 在
家里， 若家长都在玩手机， 孩子自
然也容易沉溺其间。

□周兴旺

被称为 “史上最严控烟令” 的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明起正式
实施。 按照规定， 个人在禁止吸烟
场所违规吸烟的 ， 最高将被罚款
200元。 （5月31日中新网）

控烟不患无令患执行不力， 控
烟不患无舆论支持而患无控烟共
识。 中国11年生产25万亿支香烟，
可绕地球5.2万圈 ， 每年全国死于
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100万 ，
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 《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 已将近12年……
这些 “亮丽 ” 数据都引起舆论关
注， 而全国各地上海、 杭州等十余
个城市出台的 “最严” 控烟条例，
都在人手不足， 经费不够， 取证不
易， 罚款困难等现实执行难题下，
消解了其威力。

要让 “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
能抽烟 ” 落地 ， 还得走强控烟之
路， 首先， 机关干部要做控烟先头
兵和表率。 火车跑得快， 全凭车头
带， 各级行政单位既是控烟的日常
监督和处罚主体———裁判， 也是下
属单位的领导者， 如果自身都做不
好， 怎么做好监督和处罚， 谈何公
信力呢？ 其次， 各行政主管部门和
机场、 商场、 饭店等单位要管理好
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 确保令行
禁止， 而非只做表面文章。 最后，
烟民要认识到禁烟场所吸烟是对他
人健康的伤害， 更应意识到它的违
法性。

只有 “最严控烟令” 得到强力执
行， “无烟日” 才能照上每个屋顶，
让天天都是 “无烟日”。 □朱清建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下午就健全公共安全
体系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要切实加强食品药品
安全监管， 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 最
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 加快建立科学完善
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 严把从农田到餐桌、
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

药品安全， 关乎性命， 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
加强药品安全管理， 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

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是， 我国以全世界不到7%
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约四分之一的人口， 中国人
做到了把饭碗端在了自己手里， 保障了粮食与食
品的基本供应。 这是一项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值得国人为之自豪。

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
发， 食品安全的底线屡被突破， 国人对食品安全
很不放心， 国家食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概而言
之，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小康社会建设的一个短板，
如果餐桌的安全都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那就谈不
上全面小康， 更谈不上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所以， 只有对食品安全形势做非常清醒的估
计， 才能站在战略高度看待治理食品安全乱象的
极端重要性。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抓食品安全没有什么捷
径， 也没有什么葵花宝典之类的秘籍， 要想让中国人
吃得安全， 就必须严字当头， 将从农田到餐桌的所有
环节一个不落的抓紧抓好， 这其中不能有漏项， 更不
能有脱节， 只有以一丝不苟、 环环相扣的形式严丝合
缝地全程监管， 才能打赢国人餐桌上的安全战争。

过去， 我们的工作满足于 “吃得饱” 的目标，
对于 “吃得放心” 重视得不够， 造成监管是粗线
条和低标准的态势， 往往只有出了严重问题的时
候， 有关部门才不得不应急性的抓一下， 完事后
一切又恢复了不紧不慢的常态。 诸多基础性工作
既没有人去规划， 更没有人去执行。 这种 “牛栏
里关猫” 式的监管方式， 就必然造成 “不出问题
是非常态、 出问题才是常态” 的窘境。

习近平总书记对食药安全提出了史上四个
“最严” 的论断， 可谓切中肯綮， 直指要害， 这说
明只有严字当头， 才能建立中国食品安全的新常
态， 才有可能取得扭转食药安全颓势这场决战的
根本性胜利。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历程， 无一
不是靠严谨的标准和严格的监管。 在建立食药安
全新常态的过程中， 当下切忌步入两大误区， 一
是怕繁琐而放弃对细节的管理， 二是讲面子而不
敢对低标准的行为施加惩罚。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
多的人口， 也拥有世界上范围最大的监管面， 如
此庞大的工作量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但我们不能
因为畏惧困难而退避三舍， 否则就会一溃千里。
在执法的过程中， 未来大量的案例很可能是属于
预发性的， 甚至高抬贵手就能过关的， 在这个时
候最考验执法者的刚性度， 如果沿袭过去 “得过
且过”、 “差不多就行” 的套路， 那么执法的权威
就会受损， 标准的严肃性也将随之荡然无存。

严是爱， 宽是害。 这在抓安全体系建设中堪
称一条铁律。 在执法监管的过程中， 所有的执法
人员都应当是 “黑面包公”， 在这支干部队伍里， 不
应当有 “老好人” 的生存空间。 在安全标准的制定上，
千万不要再搞 “地方特色”、 “吃不死就行”， 而要借
鉴以FDA为代表的国际标准， 并争取超越国际平均
标准线， 推出世界一流的中国监管标准， 让中国
的食品药品成为全世界放心产品的代名词。

每到儿童节 ， 很多家长都在
琢磨着给孩子买什么礼物 。 是适
合夏天和小伙伴嬉戏的水枪 ， 还
是五颜六色的糖果 ？ 近 日 ， 记
者 分 别 对 儿 童 玩 具 、 文 具 、 食
品及家具进行实验 ， 发现其中
“大有学问”， 家长稍不注意就可
能将存在安全隐患的商品当成礼
物送给孩子 。 （5月 30日 《新京
报》）

孩子的节日 ， 买件礼物给孩
子， 让孩子高兴高兴 ， 这是许多
父母都会做的事， 可买到的礼物，
却未必是安全的礼物 ， 真是不查
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 原来商场
中的许多礼物都是 “危险 ” 级别
的。 高压水枪能瞬间将报纸打碎，
威力 “强大”。 买了 “危险” 礼物

给孩子 ， 这不是爱孩子 ， 而是在
害孩子， 后果相当严重。

让孩子远离 “危险 ” 礼物 ，
仅靠家长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 而
靠商家的自觉性也是不太可能的。
唯有靠职能部门的检查和严罚 ，
才能让孩子真正远离 “危险 ” 礼
物 ， 可职能部门如果仅仅是在节
日来临之前进行 “检查”， 而不是
常态化检查 ， 恐怕也是 很 难 让
“危险” 儿童商品消失的。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 给孩子
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是成人必须
要做的 ， 当孩子满心喜悦地捧着
家长买来的礼物 ， 却竟然蕴藏着
安全隐患 ， 在某一时刻成为害孩
子的 “武器”， 那实在是社会的不
幸。 □王军荣

近日， 记者走访多地发现， 本
应为市民带来方便的指路牌却存
在诸多问题， 一些路牌指错了路，
一些路牌上的字迹剥落， 还有同一路
段的两块路牌 ， 对一样的路名却
有两种英文翻译 ， 让不少外国游
客犯晕。 （5月31日 《新京报》）

路牌的规范， 对提高城市的知
名度 、 美誉度 ， 塑造城市形象具
有重要作用 。 通过它们的 “定
位”， 人们可以轻松找到目的地 。
路牌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 清晰而
明确的路牌使城市街道井然有序。
一块路牌也许会让人节省许多宝
贵的时间 ， 并且让人对一个城市
的好感陡然增加 ， 规范路牌其实
是在擦亮自己的 “城市名片”。

现实的情况是， 城市道路指示
系统条块分割 ， 没有整体规划和

设计 ， 也缺乏日常维护 ， 城市标
志系统管理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
系， 甚至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
协调工作 ， 导致路牌乱象 。 路牌
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信息 ， 如果
信息不准确或者被掩盖了 ， 就如
同被屏蔽一样 ， 让路人犹如 “盲
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路牌对于现代都市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 城区道路有路无名 ，
路牌设置不规范 、 不醒目 、 破损
甚至缺失等现象 ， 给市民生活带
来不便 ， 也影响了城市形象 。 细
节决定品质 ， 路牌虽小 ， 也能影
响城市管理大形象 。 应该进行科
学规范化管理 ， 对乱象的路牌进
行清理 ， 设置应科学合理 。 一切
方便百姓的出行 ， 为城市增添了
亮丽的色彩。 □王恩奎

胡女士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文员，
怀孕期间， 她有事缺勤半日， 就被
公司警告 ， 还被解 雇 。 记 者 昨 日
从法院获悉 ， 胡女士虽有缺勤行
为 ， 但系其处于孕期的特殊时期
所致 ， 公司处罚过于苛刻， 要支
付胡女士2万元经济补偿。 （5月28
日人民网）

食药监管常态
不能牛栏关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