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让官方消息变得一文不值

多名游客爆料称，凤凰古城内多家商铺关

门，渡船停摆，并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 凤凰县

委宣传部对此回应称，这是一起扰乱景区秩序

的治安案件。 （

4

月

12

日《新京报》）

官方消息同时称， 无证导游邀约了

10

余

家歇业店主游行，然而，却只字不谈这

10

余家

（或许还不止这个数）店主为什么要歇业。 商家

们如果有生意做又为何会关门歇业？ 有钱不赚

是傻子，如果商家的利益没有受到侵害不会仅

凭无证导游的几句话就关门随之游行。 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家看重的

说到底就是个利益问题。

至于官方称这次收取门票主要是为了打

击那些无证导游和部分无良旅行社的说法也

不靠谱。 这是把游客都当无知孩童吗？ 游客在

报旅游团时难道不会问清楚旅行社所报的价

格包没包含那

9

个要收门票的景点吗？ 试问游

客在交了包含

9

个景点门票费的钱而导游不带

领大家去那

9

个景点的话， 游客能和旅行社善

罢甘休吗？ 哪家旅行社敢这样干的话，真的还

能好好地生存发展下去吗？

官方发布信息，真实、客观是基本要求，如

果明显站不住脚， 一下子就能让人抓到漏洞，

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有损政府公信，让官方消

息最终变得一文不值。

（张 磊）

吃鸡的难题

长 三 角 地 区 发 现 人 感 染

H7N9

禽流感病例后，各地对病

例接触过的禽类及其附属物送

检发现，活禽交易场所的

H7N9

禽流感病毒检出率最高。 鉴于

活禽市场成为城市病例感染发

病可能的危险场所， 禽流感疫

情可能改变中国活禽交易方

式。

有道是：败也吃鸡，成也吃

鸡。 活禽运输、交易、宰杀的过

程中， 鸟禽类流行性感冒神使

鬼差像幽灵一样冒了出来。 于

是乎， 一时间捕杀活禽消除后

患，又成了唯此为大的工作。 禽

流感疫情渐缓之后， 禽类养殖

产业如何持续发展又是人们不

得不直面的一大挑战。

我们一时尚无法知晓禽流

感什么时候会冒出来坑鸡坑

人，但是显然，更卫生更健康人

性的养殖方式， 更可信更勤奋

的日常检疫，安全、可靠的增产

模式，所有这些，想必对于防治

禽流感大有裨益。 这至少意味

着传统养殖业必须经历一场革

命。

此外， 活禽交易方式也需

要改弦易辙。 浙江农科院畜禽

病毒研究室研究员张存先生指

出，城市活禽交易，各种禽类病

原极易交叉感染， 禽类病原种

类多、密度高，变异风险大。 正

因如此， 欧美等发达国家禁止

活禽交易。 看来提倡消费冰鲜

畜禽产品， 也是有效预防禽流

感等禽类疾病传播的宝贵经

验。

国人喜欢对食品交易加工

过程眼见为实，是一种习惯。 让

我们相信冰鲜鸡是无害的 ，正

如让我们相信街头小吃店会像

家庭厨房一样可资依赖， 这无

疑是一个市场信任的大课题。

(

采桑子）

古有“代父从军”

今有“替夫上岗”

陕西省子洲县何家集镇在编干部加建

成长期脱岗，为保住“饭碗”，镇政府召开党

委会议同意由加建平之妻徐某顶替工作长

达四年半。 多名知情的镇干部认为，涉事者

的妻子认真能干，比丈夫强多了。 目前子洲

县纪委已查清事件详情，即将对相关责任人

作出处理。 （

4

月

12

日《华商报》）

丈夫长期脱岗，由妻子顶岗，让读者仿

佛瞬间穿越到了南北朝，善良、孝顺的花木

兰为了不让年迈的父亲承受征战之苦，毅然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流芳百世。 时隔

1500

多年，精典重现，陕西省子洲县何家集镇在

编干部的加建平之妻徐某替夫顶岗四年半，

如果不是被读者报料， 引起纪委的重视，这

样的 “感人事迹 ”将会持续下去 ，是何等的

“催人泪下”？ 最令人“感动”的是，多名知情

的镇干部对这位妻子高度认可，认为她认真

能干，比丈夫强多了。

按照相关规定，加建成早就属于开除或

辞退的对象。 由于当时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前

任党委书记苗茂春已调任，同意“顶班”是缘

于对加某家庭困难的照顾？ 抑或是对徐某能

力的高度认可？ 还是加某给了苗某某种承

诺？ 苗书记出于何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 而

现任的党委书记因为是前任开会拍板定下

来的事，现任班子不好处理，这真是一位不

得罪人、讲和谐的好领导啊！ 而全镇职工，为

何也对顶岗之事熟视无睹，都不愿做损人不

利己的恶人，反正

4000

元

/

月的工资不从我

的口袋里出？

如果人员进入和退出机制不及时完善，

对权利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严格运行，错误

的决定不及时纠正，那么，还会有李某、刘某

替父、替母顶岗的。

(

唐春利）

近期，凤凰古城、江西婺源景区、四川峨眉山等一批景区纷纷上调了门票价格。 其中，

江西婺源景区的通票价格由原来的

180

元上调到了

210

元， 涨幅达

17%

。 除了直接涨价

外，还有多个景区采取了“一票制”的方式将门票“打包”销售，被质疑是变相涨价。 对此，网

友感叹景区越来越“玩不起”。 （据《南方都市报》）漫画

/

勾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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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可直接报考驾照”如何落地？

近日， 公安部信访办公室就网友留言

公开回应称： 我国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申请

驾驶证必须经过驾校培训， 但在道路上学

习驾驶技术应符合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二十条有关规定：应当按照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进行；应

当使用教练车，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

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车。 （

4

月

12

日《新快报》）

我国法律确实没有规定申请驾驶证必须

经过驾校培训， 但以往的惯例却是考驾照必须

先在驾校报名学习。 如今公安部公开对此作

出回应， 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任何公民都

可以直接报考驾照”，但其意思无疑却并没

有什么不同。 这意味着，以后，想考驾照，将

不必再统一到驾校报名学车， 不必再受驾

校涨价钳制。 很明显，这是一大进步。

“允许公民直接考驾照”至少有两个积

极意义：一是为“自学成才”者打开了大门，

方便了个人申请驾照， 是顺民心合民意之

举，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与进步；二是有利

于打破驾校市场的相对垄断局面， 迫使驾

校走节约高效， 降低成本和收费的培养之

路。 比如此前交法新规实施之初，驾校就出

现了一片涨价之声。 表面上看，涨价是因为

成本增加，但事实上驾校的底气无非是“你

要考试非得先到我这来报名， 我涨价你爱

考不考”。 如今，这个“魔咒”一破，驾校涨价

恐怕就得思量一下：没人来了怎么了！ 这无

疑是将驾校和学车活动等推向市场的良好

举措。

当然， 目前来看，“允许公民直接考驾

照”还存在着很多具体问题。 比如我国相关

交通法规明确了，机动车上路，相关驾驶人

必须持有相应的驾驶证。 在当前的环境下，

不通过驾校公民还是无法练车。 对此，公安

部解释称，依法“应当使用教练车”、“在教

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并且要在“指定的

路线”。 那么什么样的车是教练车，什么样

的人算教练员， 练车的指定路钱又如何划

定……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清晰明确。

公安部已经明确表态 “任何公民都可

以直接报考驾照”，但究竟如何落地，看来

还需有关部门进一步努力。

（据新华网 刘 鹏

/

文

)

谁制造了农夫山泉“标准门”

近日，农夫山泉有点“烦”，被指产品标

准还不如自来水， 依据来自其采用的浙江

省《瓶装饮用天然水》标准中，镉、砷等上限

宽松于国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一倍以

上。 农夫山泉则解释，其产品质量高于国家

现有任何饮用水标准，此事有“幕后推手”

（据新华社）。

身陷“标准门”的农夫山泉，是否存在

质量问题，在权威调查出来之前 ，我们不

好妄加评判 。 不过 ，这个事情暴露出的

食品标准混乱 ，令人触目惊心 。 我们不

仅有一套饮用水国家标准 ，还有着 “山

头林立” 的地方标准， 而饮用水的国家标

准，更细分为生活饮用水 、饮用天然矿泉

水 、瓶 （桶 ）装饮用水 、瓶 （桶）装饮用纯净

水等四个。 标准繁杂之下，一些企业很容易

找到可钻的空当， 在食品安全控制上避高

就低。

我国食品标准多达

5000

余项， 卫生、

质检各有一套标准体系，标准之间交叉、重

叠甚至矛盾的问题非常严重。 而且这些标

准，表面上看是政府部门出台，但实际上，

往往有企业利益掺杂其中， 例如， 浙江省

《瓶装饮用天然水》的起草单位中，只有“农

夫山泉”一家饮用水企业。

之前，立顿茶农残风波、螺旋藻片超标

事件等食品安全争议， 均暴露出部门利益

掐架的问题，对此，我们固然应借鉴发达国

家的经验，对这些相关标准作出改进，但更

关键的， 是改革食品标准制定和管理的机

制，不能再让食品标准“关起门来”制定，让

独立学术机构和社会大众也能参与其中，

与企业方面展开博弈。

食品标准混乱、 无序、 落后的现状之

下，诞生了农夫山泉“标准门”，它是食品安

全形势长期难以扭转的一个症结所在，新

组建的国家食药监总局，在此问题上，当拿

出果敢作为， 让中国的食品标准来一次脱

胎换骨的提升。 （据《新京报》）

追究失衡

新闻：日前，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涉嫌受

贿案在南京开庭审理。检方起诉意见书显示，

该案提起公诉金额为

1223.922153

万元 ，黄

胜至少涉嫌

21

宗受贿行为。 其中包括

8

宗

“体制内”权钱交易，另有至少

12

位企业界人

士被检方视为行贿人。 （

4

月

12

日《

21

世纪经

济报道》）

检方信息显示， 目前仍有多位德州当地

官员仍在履职，其向黄胜提供财物的行为，应

由法院予以判定。也就是说，为了认定黄胜受

贿， 这些官员的行贿事实基本被检方作为证

据采用。 可反过来说，既然行贿事实被采用，

为什么行贿人还可以照常履职？

受贿与行贿在刑事追究上的不平衡是个

老问题。 反映到其他方面，如媒体报道、案件

侦查、检方公诉，焦点也多放在受贿的一方。

它导致的一个结果是， 行贿风险远低于受贿

风险。 然而，贿赂案例事因明明起于行贿，现

在弄得行贿者毫无压力地施展诱惑， 光指望

受贿者矜持克制，想想就不靠谱。

(

付小为

)

玩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