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违禁品“网购”
监管不能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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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搭乘网约车
安全防范要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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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网购实习证明

■有感而发

伊一芳： 吹镖、 狩猎弓、 防
狼喷雾……这些对人体能造成伤
害的商品可以随意买卖吗？ “这
些都属于管制器具， 根据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 销售管制器具需要
在公安部门备案， 领取相应许可
证。”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相
关负责人说。 然而记者发现， 这
些违禁物品、 管制器具， 虽然在
实体店难觅踪迹， 但在网上却很
容易 “淘” 到。 违禁品 “网购”
问题反映了电子商务这一新兴行
业中存在的乱象。 对此， 监管绝
对不能无视。

“群体性欠薪预警系统”不妨推广普及

■每日观点

□石南

惩戒赡养失信也是治家奇方

拒不赡养者也被追加为
“老赖”， 此招很好， 不妨推而
广之， 不仅让其臭名昭著， 而
且令其寸步难行。 细想想， 失
信惩戒可治子女不孝， 也算是
歪打正着， 治家奇方。

霍寿喜： 微博爆料称， 7月3
日晚她在浙江省东阳市乘坐滴滴
快车时遭司机性骚扰40分钟。 目
前， 快车司机杨某已被警方处以
拘留10天的处罚。 滴滴回应称已
对杨某进行罚款并永久封禁， 滴
滴将给予乘客合理的补偿。 俗话
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
心不可无。” 相对来说， 女性乘
坐网约车受侵害的风险更高一
些 。 所以 ， 女性在搭乘网约车
时， 更应该带上 “防人之心”。

对于年逾古稀、 生活困难的
父亲，儿子拒绝支付每月200元的
赡养费， 父亲到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记者23日从北京市通州区人
民法院了解到， 法院通过采取信
用惩戒措施审结此案。 （7月23日
新华社）

这条新闻有看点， 一是儿子
决绝， 拒不赡养， 禽兽不如； 二
是老子无奈， 被迫起诉， 与儿子
两度公堂过招； 三是判决拒不执
行， 法院劝阻无效， 只得把他弄
成 “老赖”， 迫使其履行赡养义
务。 惩治失信 “老赖”， 此案称
得上另辟蹊径。

子女必须赡养老人 ，《婚姻
法》《老年人权益法》 对此有明确
规定。对于子女拒不赡养老人案，
我国法律也有明文规定 。《婚姻
法》 第四十八条：“对拒不执行有
关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
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
或裁定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

执行。 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
执行的责任。”也就是说，遇到不
履行赡养义务者， 可到法庭上诉
讼， 靠法律威慑； 遇到漠视法律
者，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否则，老
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法律的
威严也会大打折扣。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章的
规定，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通常
方法和手段有以下几种： 一、查
询、冻结、划拨被申请执行人的存
款；二、扣留、提取被申请执行人
的收入；三、查封、扣押、拍卖、变
卖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四、搜查
被申请执行人隐匿的财产；五、强
制被申请执行人交付法律文书指

定交付的财物或者单据等。 其实
对于此案， 如果法院按照前两种
方法强制执行即可奏效， 但采用
信用惩戒措施审结，可以说是新招。

此案中，儿子张某拒不赡养，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父亲到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几次劝阻催缴无
效， 法官多方打听了解到张某系
某旅游公司职员， 长期从事国内
国际旅游的导游工作。依据《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被执行
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的， 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
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
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
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

的其他措施”的规定，将其录入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也即
“老赖”。根据最高法院相关规定，
一旦被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则被执行人无法乘坐飞
机、高铁、动车二等座。

这一招果然奏效， 从事国内
国际旅游导游工作却无法乘坐飞
机、高铁、动车，那基本等于要砸
他吃饭的饭碗，不得不乖乖就范。
窃以为， 拒不赡养者也被追加为
“老赖”， 此招很好， 不妨推而广
之，不仅让其臭名昭著，而且令其
寸步难行。细想想，失信惩戒可治
子女不孝，也算是歪打正着，治家
奇方。

暑期来临， 因为学校规定的实习期
和考研准备期及其他个人计划撞车， 不
少大学生便开始寻思 “找关系” 开实习
证明。 记者调查发现， 60元就可在网上
买到 “实习证明”， 店铺承诺盖公章， 加
价还可安排公司 “回访不露馅”。 （7月
23日 《北京青年报》）

□赵顺清

7月1日凌晨 ， 冀东油田油
气集输公司安全监督科科长赵
强被床边闹钟声惊醒 ， 他迅速
穿好衣服并告诉一同被惊醒的
妻子， 自己要去单位进行安全
夜查。 因为是突击检查 ， 所以
事先没有和基层单位打过任何
招呼。 这让赵强的心里直犯嘀
咕： “安全月过完了 ， 员工会
不会懈怠？” （7月23日 《工人
日报》）

“安全月过完了， 员工会不
会懈怠？ ”因为紧张的“安全生产
月”刚刚过去，因为事先没有和
基层单位打过招呼，所以安全监
督科长赵强的心里便犯起了这
样的“嘀咕”，这说明在以往的安
全检查中，他们所采取的大多还
是先通知后检查这种最为普遍
而且常用的检查方式。 而且这种
检查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
以让基层单位拥有足够的自查、
整改与“准备”迎检时间，另一方
面也能够使检查者直观地感受
到基层单位的“严阵以待 ”以及
对于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 ， 这种先通知后检
查的方式其实是一种 “皆大欢
喜 ” 的检 查 ， 被 查 者 会 因 为
“准备” 充分而受到上级的肯定
与表扬， 而检查者也会从中收获令
自己甚至令再上一级安全检查部
门十分 “满意” 的 “成就感 ”，
正所谓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不过，这种检查方式虽然会
对促进安全生产，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起到一定的强化和推动作
用，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个
致命的弊端，那就是极易形成短
期效应并且极易流于形式，而且
大多过程往往是这样的，准备一
阵儿，检查一会儿，紧张一个月，
松懈一整年。

尽管小的隐患足以造成巨
大的财产及伤亡事故 ， 但在现
实中却也往往因为人们的麻痹
思想而更容易被忽略和忘记 ，
这也是许多安全事故防不胜防
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抓安全的根本其实还
在于转变和不断提升人们的安
全思想意识， 唯有观念提升了，
安全意识加强了，才能够更加清
楚地看到小事当中所潜藏着的
巨大危险，安全这根弦也才能时
刻绷得紧紧的。 □乔木

近日， 宁波市海曙区群体性
欠薪预警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运
行。 去年７月， 海曙区人社局牵
头研发了该系统， 是全市首个群
体性欠薪智能预警系统。 （7月
24日 《宁波日报》）

据悉， 该系统包括行政区域
2.5Ｄ地理信息经纬定位、 企业基
础信息、 企业信用等级信息、 群
体性欠薪 “三色” 预警、 应急信
息处置管理及数据化决策分析统
计等６大模块。 实际上， 群体性
欠薪案件的快速处理， 不仅是对
劳动者权益的有力维护， 更是对

违规企业的一种震慑 。 这就需
要， 相关部门不能坐等劳动者找
上门来 “求助” 维权； 更需要积
极作为， 创新技术手段， 主动出
击 “帮助” 劳动者维权。 使遭欠
薪的劳动者 ， 不仅有法律的庇
护， 更有职能部门的帮衬。

群体性欠薪预警信息系统，
通过计算机 “大数据云计算” 智
能分析， 不仅能够为企业的信用
等级评定、 欠薪预警提供强有力
的依据 ， 更可以通过研判的数
据， 对企业实行动态化管理， 并
根据设定的触发条件自动触发，

实现群体性欠薪红、 橙、 黄 “三
色” 预警。 当然， 为破解群体性
欠薪案件预防难 、 处置难的困
局， 更需要司法、 工商、 劳动监
察等部门协调联动， 使违规企业
拖欠之薪， 早日回归到劳动者手
中； 更要让欠薪企业， 得到依法
打击， 无立身之地、 容身之所。

总之 ， 群体性欠薪预警系
统， 为预防企业欠薪插上智慧的
翅膀， 也为处置欠薪企业提供了
信息平台， 对遏制欠薪、 解决讨
薪， 都有利无弊， 各地不妨推广
普及。 □杨玉龙

一个简易门、 两扇防盗窗 、
5厘米厚的岩棉夹心板， 这样形
似集装箱的 “大柜子”， 面积只
有十多平方米， 但却住了十多个
人。 近日， 在北京朝阳区金台路
附近 ， 记者发现六七个这样的
“大柜子” 排列在路边， 一群务
工者在这里起居生活。 “柜子”
从何而来？ 这样简易住所是否安
全？ 日前， 记者探访了这群在北
京生活的 “柜族们”。 （7月23日
中新网）

准确地说， 这些 “大柜子”
的具体位置是在金台路红庙北里
2号楼北侧的人行便道上。 住在
“大柜子” 里的 “柜族” 是为附
近居民楼进行更换塑钢窗户和楼

体保温施工的民工 ， 已经住在
“大柜子” 好几个月了。

这种大体量的集装箱式 “大
柜子” 作为住人的宿舍是不适宜
的， 把它安放在稠密的居民区内
就更不应该了。 第一， 它妨碍了
居民区内人们的出行。 它安放的
位置是人行便道， 这几个庞然大
物一落地， 人行便道就无法通过
了。 而紧靠人行便道的社区小马
路北侧又被停满的汽车所占据，
还要留出一条汽车的通道 ， 行
人、 自行车、 电动车、 机动车等
都混行在一条窄窄的道路上， 要
是遇到火灾或有危重病人， 救火
车和救护车就有可能遇阻 ； 第
二， 有安全隐患。 “大柜子” 内

要用电， 照明 、 电扇 、 手 机 充
电 都 是 拉 的 临 时 用 电 。 夏 天
闷 热 潮 湿 ， 用 电 超 负 荷 ， 容
易 发 生 触 电 和 火 灾 事 故 ； 第
三 ， 居住在 “大柜子” 内的民工

的洗澡、 如厕都是问题， 移动厕
所收拾不好， 也会成为污染源。
所以 ， 对 “大柜子 ” 进驻居民
区， 应该进行限制。

□许庆惠

“大柜子”住人存在安全隐患 安全这根弦
时刻要绷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