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4日 ， 中纪委官网推出
的中秋国庆举报专区将连续四周
点名通报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例。

临近中秋， 从中央到地方， 多地
多部门再次部署节日反腐， 微信
红包送礼， 出入私人会所， 节日
参与赌博等隐形腐败成为打击重
点。 十八大后， “逢节必令” 已成
为中国反腐的常态化举措， 从中央
到地方， 在不断发出节日禁令之
际 ， 也逐渐形成一套禁令 、 举
报、 查处、 通报的节日反腐 “组
合拳”。 （9月14日中国新闻网）

在以往， “两节” 也是公款
送礼的 “旺季”。 不可否认， 针
对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 中央禁
令频出， 严防重管之下， 很少有
人会明目张胆地顶风违纪。 与往
年相比， 公款送礼的现象确实明

显减少。 然而， 正所谓 “上有政
策、 下有对策”， 公款送礼已由
“线下” 转入了 “线上”， 一些单
位或官员利用网络社交平台， 与
中央禁令 “躲猫猫”。

比如，“微信红包”和“电子礼
品”等，成为节日公款送礼的“新
宠”。 首先必须承认，“微信红包”
和 “电子礼品 ”，其本身并无 “原
罪”， 前者是网络社交的产物，后
者则是电商经济的衍生品。然而，
当它们同公款送礼 “攀上亲戚”
后，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一
种新的“糖衣炮弹”。所不同的是，
过去公款送礼，必须亲自“送货上
门”；如今摇身一变为“微信红包”

和“电子礼品”后，公款送礼通过
社交平台和网购等方式进行。

事实上， 一些单位或官员利
用社交平台和网购的方式进行公
款送礼， 看中的就是其更具隐蔽
性。 从表面上看， 这是一种正常
的人际交往或商品交易行为， 而
且是在网上进行， 省去了为送礼
而车马劳顿， 不易暴露 “目标”；
再者 ， 送礼者与收礼者 ， 不用
“零距离接触”， 不显山不露水，
不易被人抓到现行； 特别是， 礼
品和红包通过社交、 网购形式发
送， 实际上由网络担负起了公款
送礼的 “重任”， 而网络平台是
一种正当的有偿服务， 一般情况

下，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其进
行干涉。 可见， 公款送礼形式的
变化， 比内容的变化更可怕。

换言之，多地将“微信红包”
等列入中秋反腐重点， 显然已经
洞察到了公款送礼形式的这种变
化，并开出了“药方”：狠刹公款送
礼歪风，必须从源头抓起。而这个
源头不仅在 “线下 ”，而且在 “线
上”；社交平台和网购，便是公款
送礼的“线上”源头之一。这就要
求纪检 、工商等管理部门 ，迅 速
介入这个监管 “真空地带 ”，加
强对微信 、网店等网络交易行
为的管理，严防“微信红包”等成
为节日腐败的又一个温床。

让“黑户”彻底消失
还需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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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有感而发

郭文婧：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的意见》 下发之后， 目前至少已
有20个省份出台了无户口人员落
户的实施细则， 一些地方还进一
步细化了无户口人员的分类， 多
地还优化了落户程序， 并强调禁
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
何前置条件。 依法登记户口不仅
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 同时
也 是 公 民 应 该 履 行 的 法 定 义
务 。 法 治 的 本 意 之 下 ， 不 应
该也不允许 “黑户 ” 现象的存
在。 然而， 让 “黑户” 这一老大
难问题彻底消失， 还需要更多的
努力。 八两秤屡禁不止为哪般？

■每日观点

□汪昌莲

莫让微信红包成为节日腐败的温床
与往年相比， 公款送礼的

现象确实明显减少。 然而， 正
所谓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公
款送礼已由 “线下” 转入了 “线
上”， 一些单位或官员利用网络社
交平台， 与中央禁令 “躲猫猫”。
这就要求纪检、 工商等管理部
门， 迅速介入这个监管 “真空
地带”， 严防 “微信红包” 等成
为节日腐败的又一个温床。

元鹏：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9月13日公布了中秋 、 国
庆 两 节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抽 查结
果 。 大家最关心的是月饼的 抽
查情况 ， 此次月饼抽检了 140
批 次 ， 合格 131批次 ， 合格 率
93.57% 。 月 饼 不 合 格 样 品 的
不 合 格 指 标 主 要 是 菌 落 总 数
超标 。 “菌群超标月饼 ” 应该
从餐桌召回， 不能让其成为月圆
之夜的忧伤。

13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召开“十三五”时
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解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
获悉，“十三五”期间，北京本市将适时推进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 探索完善低值可回收物补助政策，提
高再生资源和厨余垃圾的重量和质量。（9月14日
《京华时报》） □赵顺清

9月13日 ， 首届儿童安全用
药传播与发展大会在京举行 ，
医、 学、 研、 产等各方代表共同
研究探讨儿童安全用药问题的破
局之道。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在
会上发布的 《2016年儿童用药安
全调查报告白皮书》 显示： 中国
儿童药物不良反应率是成人的两
倍， 新生儿更是达到4倍， 而我国儿
童专属药品却不足2%， 儿科医生缺
口20万。 因用药不当， 我国每年
约有3万儿童陷入无声的世界 。
（9月14日 《人民日报》）

仅仅因为用药不当， 一年就
导致约3万名儿童陷入无声的世
界， 造成一生的遗憾， 这样的数
据， 让人触目惊心。 更何况， 除
了致聋之外， 还会对儿童身体造
成其他方面的损害， 如果统计出
来， 数量也一定很惊人。 而导致
儿童用药不当的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国产儿童用药
都没有儿童剂型， 而只能在成人
剂型的基础之上减轻分量服用。
于是医生开给儿童患者的处方中
经常出现诸如 “半片” “四分之
一片” 的字样。

而在一些药品的包装说明书
上，根本没有儿童剂量的规定，只
是以“酌情酌量使用”或者是“根
据医生指导用药”等模糊的提示。
但“酌情酌量使用”，到底依据什
么“情”，如何决定“量”？如此模糊
的表述， 带来的后果就是家长回
家给患儿服药的时候，也只能“靠
手掰”，导致药量不是多了，就是
少了，很难做到精确用药。由此可
见，儿童用药的普遍“成人化”，让
儿童用药安全难以保障， 也为我
国儿童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另一方面， 国内药品缺乏儿
童剂型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
是浪费现象严重。 特别是有些注
射类药物 ， 因为只有成年人剂
型， 儿童在使用的时候， 只能使
用其一半或者是几分之一。 而这
类注射类药品， 一旦打开， 就不
宜继续保存， 剩下的药品只能当
医疗垃圾丢掉， 这不但造成了药
品资源的巨大浪费， 而且也加重
了患儿家属的经济负担。

儿童用药亟须告别 “用手
掰”， 为了保障全国数亿儿童的用
药安全， 包括医疗卫生系统、 医药
企业等在内的全社会都应该给予这
个问题应有的重视。 □苑广阔

买过东西的市民想必都经历
过缺斤少两， 这种俗称的 “八两
秤” 一般消费者很难发现， 那么
这些秤的来源是哪里？ 记者走访
大型市场， 商家均称这样的秤已
不敢公开卖。 但 “八两秤” 在网
上销售依然明目张胆， 卖家称可
提前帮助调好， 也可提供视频教
学。 北京市质监局计量监督处表
示市民可举报 。 （据 9月 14日
《北京晨报》）

从早期的秤砣换芯、 撅称杆
子， 到如今的电子称遥控作弊，
八两秤不是今时今日的产物， 而
是早已有之。 监管部门曾三令五
申， 对八两秤展开过多次整治打

击行动， 尽管取得不俗成效， 但
仍未能彻底禁绝八两秤。 八两秤
缘何屡禁不止？ 依笔者看来， 游
商不规范、 非法经营是八两秤难
以禁绝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 监管部门的
打击整治行动显现成效， 已经使
八 两 秤 不 敢 堂 而 皇 之 地 在 正
规 市 场销售 ， 而是悄悄转移到
了网上进行售卖。 而且， 由于监
管力度的加大和公平称的普及，
那些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正规商
家 ， 基本上不敢在称上做手脚。
这些现象都说明， 八两秤的使用
范围已经越来越小， 大部分八两
秤使用者都是无固定经营场所的

游商。
若想打击禁绝八两秤， 不能

将目光仅仅对准计量工具本身，
而是应当思考如何治理这些非法
经营行为。 如果能彻底清理这些
非法经营行为， 将游商们引入正
规经营场所 、 纳入监管可控范
围， 在规范守法的经营环境下，
八两秤自然就失去了市场。

八两秤屡禁不止， 看似是计
量工具失准引发， 实则是非法经
营惹的祸 。 打击整治八两秤现
象， 既要从计量工具的规范生产
和规范使用入手， 也要从整治非
法经营角度下工夫。

□侯坤

昨日， 有市民反映， 一位地
铁乘客将宠物猫带入地铁9号线
车厢内。 地铁工作人员表示， 禁
止乘客带宠物乘坐地铁， 相关工
作人员会加强地铁安检管理 。
（9月14日 《北京晨报》）

一位乘客携带一只猫， 还带
着个装猫的笼子进入地铁， 在车
厢内猫还占了一个座位， 和主人
“并肩而坐 ”， 居然没有受到制
止。 这一幕真有点让人感到无法
理解。 要知道， 北京的地铁安检
不仅是最严格的， 而且其设备也
是最先进的， 各种探头一个挨着
一个， 堪称无缝隙监控。 身着制
服的安检人员、 站台服务人员、
滚梯旁的车站助理比比皆是。 车

厢内也都有探头值守， 还有流动
治安人员不停地巡视。 然而这一
切， 在携带猫咪乘坐地铁的乘客
面前， 都显得苍白无力。

乘客携猫进站乘坐地铁应该
经过三个环节， 一是进站安检。
一 只 活 猫 ， 肯 定 不 是 乘 客 把
猫 装 在笼子里大摇大摆拎着进
站， 而应该装在包中。 二是通过
通道、 扶梯进入站台候车， 这时
猫 仍 然 在 包 中 。 三 是 进 入 车
厢 ， 把猫从包中拿出 ， 放到座
位上。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进站
安检和车厢内存有安全漏洞。 按
照 “逢包必检” 的原则， 包要经
过X光检测仪的检查， 那猫就必
然会现原形， 进不了站。 唯一有

说服性的解释就是这位携猫进站
乘客的包没有被检查， 安检人员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外一个
漏洞就是乘客将猫放到座位上而
没有受到制止。 车厢内的监控探
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是否

和监控室内的工作人员疏忽大意
有关 ， 我们不得而知 。 地铁安
检， 责任重大， 希望所有安检人
员都要一丝不苟， 不放一件违禁
品入站。

□许庆惠

儿童用药
亟须告别“靠手掰”

地铁安检不能疏忽大意

别让问题月饼
伤了中秋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