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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将

2月15日下午，一对新人竟然在
济广高速公路上拍起了婚纱照，所幸
被巡逻至此的高速交警发现，及时制
止了他们的危险行为。（2月17日中
新网）

不可否认，新人为了拍摄有新意
的婚纱照，别出心裁地选择拍摄地点
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拍摄婚纱照的地
点选在高速公路上时，就不是有新意
了，而是在“玩命”。万幸的是，交
警及时制止了这对新人的做法，没有
酿成大祸。

翻看新闻，新人在高速路上拍摄
婚纱照不是个例。为何这样的荒唐事
一再上演？在笔者看来，除了与当事
人所称的“无知”有关，还与相关部
门处罚较轻有关。对于这种行为，一
般情况下，交警都是以批评教育为
主，这就为后来者留下了可钻的空
子，当事人都会抱着没发现最好，即
使发现了也不会有严重处罚的心态效
仿。要根除这种行为，除了新人不能
拿无知当个性，有关部门还应加大处
罚力度，树立几个“典型”，以儆效
尤。

□萧海川

微信支付发布公告称，自3月1日
起，个人用户的微信零钱提现功能（从
零钱到银行卡）开始对超额部分收取手
续费。（详见昨日本报14版）

作为经济板块中的“鲶鱼”，互联网
经济被寄予厚望。微信坐拥数亿用户，
其功能早已逾越社交的范畴，成为生活
中的多面手，对用户的黏性越来越强。

微信团队表示，提现交易收费并非
追求营收之举，而是用于支付银行手续
费。但对用户来说，费率0.1％的收费标
准、每笔至少支付0.1元的门槛，令本是
小额高频的提现服务变得如鲠在喉。

风物长宜放眼量。0.1％的费率虽看
上去不多，但折射出的是传统民生行业
与新兴互联网业如何相互借力、实现相
向而行的大问题。倘若各家囿于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只想从“过路财神”身上
揩油，最终只能迫使公众用脚投票。

一个企业发展壮大的途径有很多
种，但“雁过拔毛”的战略恐怕不是长
久之计、最优之计。面对充满竞争、高
度自由化的互联网市场，“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的创新精神、真心服务网民的
初心不能改变。只有在服务上多花心
思，而不是依靠积累的黏性、惯性鲁莽
前行，这样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才能走
得更远。

陪爷爷“再年轻一回”陪出孝道担当

□李黔渝

春节期间，山寨伪劣食品横行农村
市场，泛滥成灾。媒体报道，河南农村
某地一箱山寨“王老吉”易拉罐罐体包
装揭开后，露出原瓶体，有杏仁露、核
桃露，还有啤酒罐；一小伙春节期间在
贵州某乡村旅游景区买的“松花皮蛋”，
刮掉“皮蛋”外包的土后，里面竟然是
土豆……消费者大呼上当。（2月17日新
华网）

农村市场消费潜力巨大，但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也大。有的农村消费者辨别能力
差、消费水平低、维权意识不强，有的甚
至会图便宜“知假买假”；从业者安全责
任、诚信意识不足等老问题长期存在；在
采购环节，有些经销商为赚取黑心钱，从
不正规小厂家进货，以次充好等。

保护农村“舌尖上的安全”，基层是监
管的最前线，监管的重点、难点也在基

层。然而，当前基层监管队伍却普遍面临
着“力小而任重”的窘境。监管人员普遍
缺乏系统培训和专业知识，难以发现系统
性和区域性风险，执法监管敏感性和专业
能力也有所欠缺。由于监管力量配备不到
位，一些偏远乡镇甚至成为监管“空白
区”，小商店充斥着山寨货却长期无人过
问。

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应
坚持重点整治、常抓不懈，重拳解决当前
农村食品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另一方
面，应加强基层监管执法队伍建设，推动
食品安全监管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全面
打通“监管毛细血管”，实现食品安全监管
农村“无死角”。

从长远看，还应以高质量的商贸流通
体系，打通优质商品从厂家到农家的“最
后一公里”，让正牌优质商品进入农村商
铺，让更多农村消费者能像城里人一样买
到放心食品。绝不能让农村成为假冒伪劣
食品的“卸货场”和“下水道”。

莫让农村成假冒伪劣食品“下水道”

大年初四，贵州都匀市一8岁男孩滑旱冰
掉入河中。危急时刻，一位大妈跳下了水，在
岸上人们帮助下，男孩被成功救起。事后救人
大妈游到河对岸悄悄走了。大妈叫王友群，
50岁，她说不求回报不接受采访，只说这是
小事。（新华网）

点评：潇洒大妈，不输男儿。

环保部近日通报，陕西省礼泉县政府为落户当地的一家大型水泥企业出具虚
假证明文件，证明企业生产涉及的253户农民已全部搬迁，经环保部委托陕西省
环保厅调查，实际只搬了72户。礼泉县发改局一名负责人表示，当地经济比较
落后，当时是为让该项目尽快落户建设，“也不能完全说是虚假文件，2009年那
会儿环评要求相对比较松”。要求一松，假的就变成真的了？ 据《京华时报》

虚假证明，情有可原？

□吕也玫

“元宵节，我想带爷爷回到25岁，陪爷
爷再年轻一次。”近日，杭州某大型汽车企业
的员工顾先生这张看似“无厘头”的请假条被
杭州网友晒到网上，引得无数人大呼“任
性”。而领导的批复也道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
的心声：“让年轻活出动静！”（2月16日央广
网）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爷爷已经是 80 多
岁的高龄老人了，再不年轻了，自然是对现
代的年轻人羡慕不已，“还没好好感受年轻
就老了”。为了不让爷爷失望，不让爷爷有

“年轻时没整出动静”的遗憾，顾先生决定
陪爷爷“再年轻一回”。殊不知，这一陪，
陪出一种孝道担当和孝道意识，无疑值得点
赞。

当然，值得点赞的还有顾先生的领导。因
为像顾先生这种请假理由，单位领导完全可以
不批准，而今，批准了，说明该领导的孝道意
识强烈，该单位的孝道文化浓厚。正如发“孝
工资”代员工表“孝心”的单位一样，切合了
员工的关切问题，其实际意义远大于象征意
义。它体现出单位领导的管理智慧，通过批准
员工孝敬父母，给员工情感压力，让他们努力
工作，回报单位和社会。毕竟，单位可以通过
打造孝道文化，培养员工的孝心，从而增强员

工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虽说“常回家看看”早就入法了，但对老

人和子女们影响并不大，子女们常来探望的依
然常来，不常来的依旧不常来。虽说有的子女
早就成了房奴、车奴和孩奴，自己的行动离父
母的家越来越远，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做不
到，而是有没有孝心和决心。只要端出一份孝
心，作些计划与准备，圆父母的梦，问题不
大。关键是能不能有顾先生这份孝心，能不能
像顾先生这样诠释孝道的美德。毕竟，“树欲
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顾先生陪爷
爷“再年轻一回”，让我们感受到，孝敬不能
等，否则，一旦“亲不待”时，将会后悔莫
及。

互联网微服务
别搞成“雁过拔毛”

2月15日，贵州一位男子来到一家花店，
拿出崭新的一万元现金，要订制一束别致的
“花”送给女友，以弥补情人节当天自己出差
没能为女友亲自送上礼物的遗憾。别致的
“花”就是用钞票扎出花朵的形状，名为“有
钱花”。他的女友收到时当即感动得落泪。（2
月16日《贵州都市报》）

点评：男子任性，女子醉了。

近日，在成都汇川街西芯小学旁，10多
个停车隔离墩被绘成可爱的卡通造型——机器
猫、海绵宝宝、喜羊羊……这些可爱的小胖
子，引来众人围观。“石头哥变脸了，人行道
上都没有乱停的车辆了！”有市民说。（2月16
日新华网）

点评：街头多创意，城市添活力。

如此浪漫 不要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