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药“上网”
倒逼监管“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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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张西流：10月中下旬，北京警
方展开了“网歼行动”，捣毁涉嫌
生产、 销售假药及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的犯罪窝点26个， 抓获
犯罪嫌疑人37名，破获案件25起，
起获假药、有毒有害食品等140余
种共130余万粒。 假药 “上网”，
倒逼监管 “上线”。 相关部门在
监管上要创新打击方式， 摧毁假药
完整链条， 增加犯罪成本和 “入行”
难度。 同时， 政府监管应提高信息
共享水平， 药品企业则可从生产
技术上加大防伪力度。

劳模与群众结对认亲扶贫值得推广

■每日观点

□何 勇

规范快递分拣作业 别让包裹“满天飞”
要改变快递包裹“满天飞”的

野蛮分拣现象， 规范快递分拣作
业，除了加大处罚力度之外，还必
须明确快递行业要以消费者的实
际损失作为赔偿标准。只有这样，
才能倒逼快递企业倒查， 追究分
拣员野蛮分拣责任。同时，落实和
规范消费者先验货后签收机制，
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便利。

温均华： 很多场所都装了门
禁刷卡装置， 但门禁卡真的安全
吗？有媒体调查发现，只要有一个
售价百元左右的复制仪器， 普通
门禁卡30秒即可完成复制。 门禁
系统是一款高科技产品， 它带给
公众以方便与安全， 而门禁卡复
制仪器的出现，却让人担忧，尽管
研制者的出发点是好的， 毕竟谁
家都可能丢失门禁卡， 如果不能
复制一张这样的卡，就很不方便，
但是，这种复制仪必须受到监管。

如何证明？
尽管多部门已明确表示， 取消针对公民的相

关证明。 但郑州一八旬老人却遭遇了奇葩证明设
的绊儿。 老伴去世后， 81岁的赵姨想把自己的一
套房卖掉。 她通过中介找到买主， 却要做一个没
人争房产的公证， 她先后开多个证明、 办了两个
公证。 但还要做一个亡夫无私生子及丈夫父母去
世、 自己无再婚等方面的证明。 “老伴的父母早
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去世， 上哪儿去开他们的死
亡证明？” （11月16日大河网） □陶小莫

记者从新疆乌鲁木齐市总
工会了解到 ， 该市在册的1300
余名各级劳模、 先进工作者将开
展 “民族团结一家亲 ” 活动 ，
目 前 在 各 级 工 会 的 统 一 组 织
协调下， 正在有序地与基层群众
结对认亲。 （11月16日 《工人日
报》）

众所周知， 劳动模范是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杰出代
表。 在外人眼里， 劳模和先进工
作者， 不仅在自身的岗位干出了
令人夺目的成绩， 也是周围人的
学习模范。 他们身上的 “爱岗敬
业 、 争创一流 、 艰苦奋斗 ” 精

神， 值得学习效仿， 更需要大力
推广普及 。 在当前的扶贫工作
中， 需要 “劳模” 精神的示范与
引领， 让其在基层扎根并发扬光
大。 这就需要动员各级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来， 让其在干好自身的本职工作
同时， 倾注真情真力去帮扶一个
贫困村、 一个贫困家庭。

当然， 要让劳模精神扎根基
层， 使其在扶贫领域发光发热，
释放最大能量 ， 首先要突出精
准。 一方面， 要在 “接亲上” 精
准， 这就需要摸清贫困户的 “实
底”， 需要在哪方面脱贫， 以便

有针对性的实现亲情 “精准对
接”； 另一方面在 “扶贫” 上精
准， 充分发挥各行各业劳模岗位
优势， 因势因地因人帮扶， 开展
送政策、 送技术、 送温暖、 送措
施、 送资金等扶贫活动。 其次要
注重搭建平台。 这就要充分发挥
各级工会职能， 关心劳模和先进
工作者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 解
除其后顾之忧。

劳模与群众结对认亲， 让劳
模走进扶贫一线， 既是对劳模精
神的一种有效延伸， 也丰富了精
准扶贫的方式， 此举值得推广。

□杨玉龙

门禁卡随意复制
谁都可能受害

11月初， 一央视记者应聘位
于深圳市的广东全峰物流有限公
司， 成为一名分拣员。 工作期间
他发现， 不管物品是否易碎， 员
工们都随意丢放， 甚至比谁扔得
远， 破损的快递还会拆开来分吃
里面的食品 ， 而需安检的快 递

竟 然 只 是 表 面 工 作 而 非 真 正
安检 。 （11月16日 《海南特区
报》）

快递行业野蛮分拣现象普
遍 ， 分拣员都是 “抛投高手 ”，
这其实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媒体
也报道过很多次 。 从法律角度
说， 快递野蛮分拣属于违规作业
行为。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第
十六条规定 ， “企业分拣作业
时， 应当按照快件 （邮件） 的种
类、 时限分别处理、 分区作业、
规范操作 ， 并及时录入处理信
息， 上传网络， 不得野蛮分拣，
严禁抛扔、 踩踏或者以其他方式
造成快件 （邮件） 损毁”， 存在
野蛮分拣行为的， “由邮政管理
部门处一万元罚款 ； 情节严重
的，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而且， 为了规范快递行
业， 制止暴力分拣现象， 去年发
布的 《快递条例 (征求意见稿)》
拟规定提高野蛮分拣行为的处罚
标准， 最高处5万元罚款。

但是， 罚款并没能制止得了
快递行业的野蛮分拣现象 。 相
反， 野蛮分拣依旧。 究其根源，
还是快递行业野蛮分拣的违规成
本太低。

虽然快递企业对分拣过程实
行视频监控， 但快递分拣终究是
内部作业， 即便存在野蛮分拣现
象， 只要内部人不说出来， 没有
记者潜伏进去， 那么外人和监管
部 门 就 无 法 或 很 难 知 晓 分 拣
环 节 的真实状况 。 拿不到野蛮
分拣证据 ， 也没有办法依法惩
罚。 换句话说， 快递野蛮分拣被

职能部门查处的概率太低， 快递
企业也就没有动力投入成本规范
分拣作业环节， 所以对快递分拣
员暴力分拣现象 “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 ”。 因 为 快 递 企 业 严 格 按
照规定实行文明分拣作业， 会
降低快递行业的分拣效率， 增加
运营成本。

再者， 快递野蛮分拣， 不管
是在分拣过程中私自拆开快递包
裹， 还是分拣员拆开快递包裹偷
吃偷拿， 快递企业往往不需要为
分拣员的这种行为承担赔偿责
任。 因为在实际操作中， 消费者
基本上是签收之后才拆开快递包
裹， 而不是先验看快递包裹后再
签收 。 而且 ， 如果消费者不签
收， 绝大多数快递员就拒绝把快
递包裹投递给消费者， 根本不给

消费者查验快递包裹的机会。 另
一方面 ， 按照快递行业的潜规
则， 即便快递包裹遭到损毁或少
量， 快递公司并不会按照消费者
的实际损失赔偿， 而是根据快递
资费标准给予赔偿。 而且， 消费
者索赔很麻烦 ， 维权成本比较
高， 维权难度比较大， 直接打消
了消费者的维权意愿。

可见， 要改变快递包裹 “满
天飞” 的野蛮分拣现象， 规范快
递分拣作业， 除了加大处罚力度
之外， 还必须明确快递行业要以
消费者的实际损失作为赔偿标
准。 只有这样， 才能倒逼快递企
业倒查， 追究分拣员野蛮分拣责
任。 同时， 落实和规范消费者先
验货后签收机制， 为消费者维权
提供便利。

北京全市今年已拆除违法建
设2313万平方米 ， 创下历史新
高。 昨日， 在市委宣传部召开的
通气会上， 市严厉打击违法用地
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指挥部办公室
(简称市打违专指办) 有关负责人
介绍， 到年底全市违建拆除量有
望达到3000万平方米。 （11月16
日 《新京报》）

北京市的拆除违法建设工作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现如今， 您
无论是走在城区的大街上还是郊
区的街头， 都会发现原来临街居
民楼一层拆墙打洞改为商铺的大
多都恢复了原貌 ， 变得整洁漂
亮。 那些乱七八糟、 私搭乱建的

门面房也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片绿地 。 地下空间的群租
屋、 隔断间也被拆除了。 或恢复
为地下车库， 或改为居委会、 业
主的活动场所。

多年以前， 北京市也进行过
大规模的拆违工作， 也拆除了很
多的违法建筑 。 但是 ， 没过多
久， 就开始反弹。 特别是有些背
街小巷， 今天冒出个早点摊， 明
天又有人搭个小屋继续经营。 久
而久之， 就会死灰复燃。

为了全方位、 多角度遏制违
法建设反弹， 应该建立健全预防
机制。 首先， 在查违方面采用先
进的技术手段， 对街区进行全天

候立体查违， 不放过任何一个新
生违建； 其次， 为把新生违建消
灭在萌芽状态， 尽快使市民手机
举报投诉平台运营， 让市民可以
使用手机定位拍照功能， 及时上

传正在施工的违法建设， 并快速
处理； 再次， 对背街小巷要严防
死守， 定点定责定人， 决不能让
违建卷土重来。

□许庆惠

江苏省人社厅近日下发关于
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
处理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工伤”所指的工作时间、工作场
所、 上下班途中包括哪些情形等
争议性问题明确细化。意见指出，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买菜、接小孩，
或到父母、 子女和配偶的住所遭
遇意外均算工伤。意见自2017年1
月1日起全省统一执行。 （据11月
16日《中国青年报》）

江苏省人社厅近日下发关于
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
处理意见， 是对国家出台相关政
策的进一步细化， 特别是明确职
工在上下班途中买菜、接小孩，或
到父母、 子女和配偶的住所遭遇
意外均算工伤，操作性应该更强，
也是止讼息争加了一道保险。“上
下班接送孩子遇意外算工伤”释
放了制度的最大善意， 江苏的这
一做法应该给全国各地市提供了
一个足以镜鉴的样板。

职工在“合理时间”和“合理
路线”受伤，提取伤保险基金进行
赔偿，是人性方面的关怀，更是人
道主义彰显， 更能体现制度的体
贴，这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之前
媒体所报道的职工的工伤认定较
为宽泛，在具体的事情上往往“公
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而作为
职工个体而言在很多时候一直处
于“弱势”，工伤不能得到认定，或
者即便认定也得不到赔偿的悲剧
也时有耳闻。 宽泛的条例成了一
些用人单位， 或者保险公司拒绝
赔偿的“挡箭牌”，也在一定程度
上减损了法治的权威。

江苏省的《工伤保险条例》若
干问题的处理意见是在制度上堵
塞了漏洞，这仅仅是第一步，而要
让“意见”真正落到实处，一是劳
动部门需要强化用人单位参加工
伤保险的督察， 让给职工缴纳工
伤保险成为用人单位的自觉行
动；二是即便有了这些具体的“意
见”， 在职工遇到伤害的时候，需
要第三方进行公平合理的认定，
不能只有保险公司出面；三是“意
见” 出台后， 还应该加大宣传力
度， 让每一个职工都能读懂制度
善意，敢于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樊树林

接送孩子遇意外算工伤
释放制度善意

拆违之后应在防止反弹上下大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