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圈晒书单
是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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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天歌： “过去的2016年有哪
些书值得回味？ 2017新年伊始，
该读哪些书来充实自己？” 元旦
前后， 不少人在社交媒体分享、
讨论这个话题。 不只是在岁末年
初这样的特殊时间节点， 阅读，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日常生活中
的必需品。 如果说在微信朋友圈
里面晒美食 、 晒自拍 、 晒 天 南
地 北 的 旅 游 照 属 于 “ 物 质 之
晒 ” 的 话 ， 那 么 在 朋 友 圈 里
晒 书单就是一种 “精神之晒 ”
“文化之晒”， 绝对称得上是朋友
圈的一股清流。 读懂“白发家书”亲情诉求

■每日观点

史洪举： 近日， 浙江丽水市
繁华路段及酒店、 商城、 小区等
地的300多个公共显示屏， 正滚
动播报着多名 “老赖” 的信息，
包括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
位 、 未履行标的等 。 这些 “老
赖” 均为公职人员， 涉及当地教
育局、 国税局、 环保局等十几家
单位。 不留余地的曝光 “公职老
赖”， 让其现出原形， 无疑能够
发挥威慑作用， 提高失信成本。

莫让农民工掉队
连日来， 互联网上春运抢票大战已进入冲刺阶

段。 面对这样的 “技术活”， 作为春运主力军的农民
工却有一种 “无力感”。 当网络购票模式渐成主流之
时， 让农民工不再 “输在起跑线” 上显得尤为迫切。
（1月4日新华网） □朱慧卿

元旦假期 ， 76岁的陈庆兰 、
80岁的王强和72岁的李秀珠三位
留守老人， 带着三幅历时40多天
用自己的白发绣成的 “白发家
书” 现身苏州山塘街， 表达自己
对子女的思念， 也呼吁社会对留
守老人的关爱。 这三幅 “白发家
书” 的每一笔、 每一字、 每一句
都是由老人亲自动手绣成。 （1
月5日 《工人日报》）

古诗云： “慈母手中线， 游
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
迟归。” 而这三位苏州老人用自
己平时收集的白头发 ， 一针一
针， 前前后后共花去了四十多天

时间， 绣成 “白发家书”， 以独
特的方式表达对子女的浓浓思念
之情。

春节临近， 在远方的孩子能
回家过年团聚， 成了千万母亲的
心愿。 可每当过年了， 却有许多
千里之外的人没有回家、 不能和
父母团聚。 这其中， 或因工作繁
忙抽不开身， 或因春运紧张， 一
票难求 。 也或其它原因没有回
家， 比如一份 《2014年春节基层
打工领域调查报告》 显示， 48%
受访者认为， 在外面混得不好，
不好意思回家。

有这样一段话： 钱是一辈子

也挣不完的， 所以不管你是否成
功或是还在打拼， 收拾收拾行囊
吧， 就像歌中唱到的一样。 有钱
没钱， 回家过年！ 过年了， 本应
团聚时却不能团聚， 家中年迈的
父母亲会是何等失落。 可怜天下
父母心， “白发家书” 既是浓浓
的思念， 是 “意恐迟迟归” 的亲
情诉求 ， 也是所有父母亲的符
号。 过年的日子又近了， 年味也
越来越浓， 事业成功人士、 哪怕
事业不太理想的游子， 回家吧，
那里年迈的父母在等着你， 别让
父母有遗憾 ， 也别让自己有遗
憾。 □张绪才

曝光“公职老赖”
有助提高失信成本

□张智全

用法律筑牢食品安全源头的“防火墙”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任何
环节的失守都会留下致命的
隐患，源头上的防范无疑更具
有防患于未然的兜底保障作
用。直接推动危害食品安全的
掺假造假行为入刑，让始作俑
者失却“窜出笼子”的机会，可
以说是抓住了源头保障食品
安全的“牛鼻子”，理当坚定不
移地向前推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
院副总理、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
会主任张高丽日前主持召开国务

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 张高丽强调， 要完善食品安
全行政执法程序， 严格落实食品
安全法有关规定， 完善办理危害
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
推动掺假造假行为直接入刑， 用
最严厉的处罚坚决遏制和打击违
法犯罪行为。 （1月5日 《21世纪
经济报道》）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
近年来 ， 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
穷， 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各种安
全隐患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根除。
这其中， 源头上的掺假造假是最
容易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多发的症
结之一。 相比于其他食品安全隐
患， 源头上的掺假造假因为隐蔽

性强监管难度大， 往往最容易成
为打击的盲点。 加之司法实践中
客观存在的取证难、 入罪难、 追
诉难等问题， 更是让源头上的掺
假造假行为难以及时被惩处。 当
前， 食品安全问题多发频发， 形
势依然严峻， 将掺假造假行为直
接入刑， 用刑罚的威慑筑牢食品
安全的源头 “防火墙”， 实乃题
中应有之义。

“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
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作的
最后成果。” 当前， 危害食品安
全的掺假造假行为已经成为腐蚀
“舌尖安全” 根基的毒瘤， 影响
到了我们的共同利益， 依法对始
作俑者予以严惩， 势在必行。 只

有将危害食品安全的掺假造假行
为直接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才能
真正以刑罚的威慑， 迫使始作俑
者在高压线面前不敢越雷池一
步 ， 从而真正为 “舌尖上的安
全” 正本清源。 如果刑法对食品
安全违法犯罪的打击遗漏了源头
上的掺假造假行为， 即使能够起
到一定威慑作用， 但其效果也会
大打折扣， 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
本。 故此， 推动危害食品安全的
掺假造假行为直接入刑， 毋庸置
疑地应是源头筑牢食品安全 “防
火墙” 的优先选项。

实践证明， “欲流之远者 ，
必浚其泉源。” 以刑罚之力， 拧
紧源头危害食品安全掺假造假行

为的 “总开关 ”， 不但有必要 ，
而且意义重大。 此举既可将筑牢
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隐患的大堤，
又能更好地发挥刑罚的教育引导
功能， 倒逼有掺假造假之念想的
始作俑者循规蹈矩， 进而推动食
品走向更高的安全境界。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任何环节的
失守都会留下致命的隐患， 源头
上的防范无疑更具有防患于未然
的兜底保障作用。 直接推动危害
食品安全的掺假造假行为入刑，
让始作俑者失却 “窜出笼子” 的
机会， 可以说是抓住了源头保障
食品安全的 “牛鼻子”， 理当坚
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 2016
年1至11月， 全国共破获各类电
信诈骗案件9.3万起 ， 查处违法
犯罪人员5.2万人 ， 同比均成倍
增长 ， 并打掉一批境外犯罪窝
点。 目前， 电信诈骗发案大幅上
升的势头已得到初步遏制， 上升
幅度已逐步收窄， 2016年9月以
来已连续三个月发案同比下降，
单月降幅分别为15.4%、 11.9%和
31.8%。 （1月4日 《人民日报》）

去年， 由于山东徐玉玉被骗
致死案等多起恶性电信诈骗案件
的发生， 严峻的电信诈骗问题引
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和舆论的口
诛笔伐， 人们对于猖獗的电信诈
骗犯罪的痛恨之情可谓达到顶
峰， 执法部门对于电信诈骗犯罪
活动的重视程度和打击力度也空
前增强。 针对电信诈骗， 最后通
牒、 公开通缉、 跨境追捕， 以及
通讯实名等一系列重拳和新措组
合打出。

现在， 人们终于看到曾经倚
仗虚拟空间掩护而大肆作案、 无
孔不入的电信诈骗犯罪猖獗势头
得到一定遏制， 居高不下的发案
率出现了 “三连降” 的良好态势。
这说明对于看似防不胜防的电信
诈骗犯罪并不是无药可治、 无计
可施的， 也见证了社会各界特别
是执法部门的不懈努力与巨大投
入， 证明了当前进行的反电信诈
骗工作是实打实且行之有效的。

成绩固然值得肯定， 但是毫
无疑问目前远未到可以额手相
庆、鸣金收兵之时，甚至不但不能
松口气，反而更当持续加力、乘胜
追击。 因为目前局势的短期好转
可能只是高压严打之下诈骗分子
为了“避风头”的暂时收敛，在巨大
的非法利益诱惑和驱使下， 他们
不会甘心就此“金盆洗手”。

面对当前全民上下对电信诈
骗人人喊打、 同仇敌忾和各项反
电诈斗争全面推进的有利形势，
执法机关、 有关部门和全社会，
更应当越战越勇， 瞄准电信诈骗
犯罪的根子、 命门与整个系统和
链条， 深挖犯罪分子活动与藏匿
的老巢， 集中全社会的资源与力
量， 统筹运用法治、 经济等各种
手段方法 ， 一鼓作气 ， 斩草除
根， 绝不能让电信诈骗问题重新
抬头。 □徐建辉

电信诈骗“三连降”
切不可麻痹松懈

买白酒还是应该到正规商店超市
记者从昌平区百善食药所获

悉， 近日该所接到上东廓村村民
电话反映， 村西的一出租房内有
一个制售假酒的黑窝点， 但相关
部门执法时制假者提前逃跑。 目
前， 该涉嫌制售假冒剑南春、 河
套王 、 牛栏山等白酒的 “黑窝
点” 已被取缔， 公安、 司法机关
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 (1月 4日
《法制晚报》）

眼瞧着春节临近了， 白酒销
售的高峰期也到来了。 同时， 这
段时间也是造假酒的不法之徒紧
忙活的日子。 他们在郊区的村子
里租下场地， 购进散装、 瓶装低
价白酒和名牌白酒瓶子、 包装，
将低价白酒灌装到名牌白酒的瓶
子里 ， 贴上名酒标签 ， 以次充

好 ， 将假酒通过小卖部 、 小饭
馆、 烟酒店、 食品批发市场等渠
道销售出去， 赚取昧心钱。

虽然食药监、 工商、 公安机
关一直对制造销售假酒保持高压
态势， 严厉打击， 但制贩假酒现
象一直没有绝迹， 而是变得更加
隐秘。 一是制假者往往采用 “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策略， 经常
更换制假窝点， 企图逃避打击。
二是制售假酒有暴利可图， 在利
益驱动下， 铤而走险。 三是假酒
还有一定的市场， 有的购买者不
明真相， 有的贪图价格便宜， 有
的明知是假酒但为了请客送礼有
面子而购买。

作为一名消费者， 一定要有
防范意识。 因为我们不具备从酒

的外观、 口感上辨别出真假的能
力。 所以， 为避免上当受骗买到
假酒， 在买白酒时应遵守以下三
条准则。 首先， 购买白酒最好到
正规的大型商场、 大型超市， 其
进货来源可靠， 有严格的验货制
度； 其次， 白酒的包装上都有防

伪编码和验证方法， 可以现场认
证真假； 再次， 购买白酒后， 一
定要保存好发票和购物小票， 一
旦发生购物纠纷， 可作为重要证
据索赔。 另外， 在网络上购买白
酒也要格外小心 ， 以免上当受
骗。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