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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强

每逢7月7日，历史的警钟总会响起。79
年前，侵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国
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
序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
醒剂。回望卢沟桥，警醒不容淡忘，和平的
晴空岂容阴霾再起？

回望历史，从“七七事变”肇始，全体
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日本侵略
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壮山河
的抗击侵略的英雄史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
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

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
新征程。

胜利来之不易，和平尤当珍惜。
殷忧启圣、继往开来。79 年前卢沟桥的

狮吼声提醒我们，要始终铭记“落后就要挨
打”的教训，砥砺奋进、励精图治；要始终
铭记那些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英勇献身的
烈士，薪火相传、自强不息；要始终铭记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回望“七七
事变”以来的风雨征程，我们也更加清醒地
认识到，只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才能促进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自强，只有
强盛才有尊严，才能让中华民族更好地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史为鉴，更须避免悲剧重演。当前，
仍有一些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否定、歪曲
甚至美化侵略罪行，不遗余力地为军国主义
招魂；仍有一些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坏
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局势。这样的倒行
逆施，最终必将失败。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
国人民，将和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携手，坚
决捍卫国家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9 年过去了，卢沟桥外的枪声不能被遗
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
未来，和平的晴空不容阴霾再起！

回望卢沟桥 和平晴空岂容阴霾再起

□王言虎

近日，有媒体报道，约4000吨来自上海
的生活及建筑垃圾欲在苏州太湖西山违规倾倒
时被当场抓获，测算显示，相关垃圾总重量超
过2万吨。目前，12人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依
法刑事拘留。（详见今日本报22版）

上海垃圾偷倒太湖事件的触目惊心之处，
不仅在于其“‘垃圾山’高高耸立、苍蝇满天
飞”的恶心观感，更在于其层层转包倒手、黑
色利润链惊人的运作过程。现代城市的垃圾处
理，虽已有垃圾排放权交易这种市场化运作模
式，但它是以公平的货币交换为基础的。而上
海垃圾偷倒太湖事件却完全变了味：上海环卫
机构既没有与苏州方面签订垃圾交易协议，将
垃圾外包给中介机构后也没有后续的跟踪监
督，任由其层层转包，终致以邻为壑的恶果。

这其中的逻辑已经再明显不过：垃圾转运
利润惊人而又缺乏评价机制，承包公司必然会
选择垃圾倾倒的成本洼地。要想成本最低，随
便找个地方偷倒了之是顺其自然的事。

所以，上海垃圾偷倒太湖事件产生的源
头，就是基层环卫机构在将垃圾外包之后，并
没有对承办单位进行必需的监督与跟踪。在这
种情况下，即便最初与其交接的是专业的垃圾
清运公司，但在利润牵引下，又会将业务转包

给更小的、不规范的垃圾处理机构甚至私人拥
有的货船，而这个时候，本该精细运作的公共
服务外包已经失范了。

本质上，上海垃圾偷倒太湖事件，是城市
公共服务外包跑偏的一个样本。公共服务外包
是舶来品，它的基本原理是政府付费、由民间
组织将政府业务承包。这本是政府与民间资本
良好互动的社会治理范式，但在上海垃圾偷倒
太湖事件中，却因为具体程序的跑冒滴漏，沦
为不法分子违法犯罪的温床。

照理说，上海基层环卫机构在垃圾外包过
程中，要有严格的竞标程序与事后调查评估机
制作为保障，这既是为保证投入的财政资金不
被浪费，也是为防止垃圾清运过程中出现“负
外部效应”。但从结果导向来看，上海环卫机
构并没有按照原则来外包城市垃圾处理，在该
事件中难辞其咎。

颇为讽刺的是，就在一年前的7月份，《新
华日报》曾刊发报道称，上海有关部门开始调查
垃圾转移倾倒至江苏问题，江苏警方也对此进
行立案调查。但一年之后，相同的问题再被曝
出，是旧疾复发，还是问题一直都在？但这至少
说明，上海垃圾偷倒江苏已是一个老问题。

城市垃圾由相对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
区，若没有专业的交易系统与后续监管，问题必
然频发。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垃圾外包服务
中，环卫机构的监督与跟踪一定不能缺席。

□堂吉伟德

7月4日，榆林中院公布了新一期的老赖
名单，其中一张老赖的照片格外引人关注，这
张照片为黑白照片，似乎是一张小学学生的毕
业照。榆林市中院回应称，工作存在疏漏，今
后将依法通过各种手段，完善这项工作，避免
类似情况发生。（7月5日《华商报》）

因为在户籍系统里找不到其他照片，于
是便折衷使用了被执行老赖的“学生照”。相
关工作人员图了一个方便，却给外界留下了一
个大大问号。一方面，用数十年前的孩童照来
作为参照，反差太大既让人无法辩认，又无法
达到曝光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工作上的疏
漏，究竟是无心之过还是有意为之，难免让人
浮想联翩。

承认工作存在的疏漏并作出改进的表
态，这样的态度值得肯定。不过，考虑到失
信被执行人员名单的特殊性，以及执行机构
的重要性，出现这样的疏漏显然让人难以接
受。毕竟用小学生照作为“应急之策”，既
无法达到对失信人曝光和惩戒的作用，又无
以从真正上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此不
严谨的做法，让人对执行机构的工作态度和

能力产生了高度的怀疑。
从法院后来的表态来看，对于被执行人的

更真实信息公布，并非“不能为”，而在于
“不愿为”。执行机构和相关人员的“图方便”
和“图省事”，给了外界一种不严谨之感，也
让被执行人有“如同儿戏”的随意性认知。在
司法公信本就相对较差的情况下，这些细节上
的疏漏，往往会加速群体信任的流失，从而付
出更大的代价成本。

老赖群体数量庞大，一些人对失信的后果
毫无畏惧，跟“执行难”有着很大的关系。法
院公布老赖名单，其目的在于运用征信体系的
综合力量，发挥社会各方参与的威力，从而使
被执行人处于“寸步难行”的地步。故而，做
好信息的收集和公布，就是决定成败的基础性
工作。如果连照片都失真而让人无以辩认，那
么就难以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细节决定成败。执行力的强弱，最终取决
于态度的好坏。老赖照片里有张学生照，表面
上是工作存在疏漏，实质上还是作风漂浮所
致。正是“立案难，诉讼难、胜诉难和执行
难”的顽疾，导致了司法公信的下降，“老不
信法”变得越来越普遍。如此语境下的突围之
路，在于要以执行能力去重新赢得信任和重塑
形象，如此法治建设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肖明君

据媒体报道，自6月中旬起，连云港市
灌云县交警大队推出交通违规“优惠券”。
“优惠券”包含交通法规宣传和优惠方案两
方面内容。市民违章被罚时，凭券罚款打
5折，还可现场打电话,请人答对上述规定
就可免罚。（7月5日《现代快报》）

尽管由于措辞不够严谨，“优惠券”
已于 7 月 2 日被“文明交通承诺书”替
代，但实行“优惠券”的做法确实欠妥。
罚款打折像是商场搞促销，如果真达到了
促销的效果，那被批量兜售出去的，肯定
是因为违法成本降低而被纵容了的违规行
为。所以，看似要收普法扩面和人性管理

“一石二鸟”之功效的“管理创新”，到头
来哪头都不讨好，最终只能让法律威慑力
缩水。

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普法的问题，而
是执法不严的问题。“中国式过马路”屡
禁不止，其原因恰恰是“执法没那么严
格”的亲身体验。日常执法早已存在法律

“打折”，现在却还要通过明码标价的“优
惠”来普及常识岂不是南辕北辙。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法律从来不可以
被拿来勾兑和交易，也不容“打折”处
理，这牵涉到法律的公信、持续力和公
平。法律惩戒打折，达不到交通治理优化
的效果。相反，要让行人真正的知法、懂
法、守法，最好的办法是要严格执法，让
每一个人知道法律不可商量。

上海垃圾偷倒太湖，谁之过

来自河北35岁的刘尚涛是一名从业
十多年的职业厨师，由于职业和热爱美
食的缘故，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总给自
己吃“小灶”，食量也不断攀升。如今，
他体重超过500斤，曾经一顿能吃120个
水饺，是中国肥胖指数第一的肥胖患
者。他腰围六尺，裤子是定做的，上衣
都是买国外超大码服装。（据腾讯图片）

【点评】
@活死人：120个饺子才二斤，我可

以轻松搞定。6斤香蕉、一碗拉面、两个
肉夹馍轻松吃完。有时候不在于你吃多
少，而在于你能消耗多少。一天喝水6~9
升，我是农民工.。

@甜心公主：哥们，要少吃了，你这
一顿顶我三天的量了。

@彬哥：我身高175cm，跑步19年，
体重还是高一时的128斤！继续坚持！

“90后”的成都女士邓美，是一名衣
橱整理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帮人整理
衣橱。2015 年，她将整理衣橱作为业
务，成立了自己的家政公司。按照衣柜
的尺寸收费，一米收费每小时100元，超
过1小时120元，有时候两天能挣1万
元。目前最贵的一单总价超过1万元。
（据新浪图片）

【点评】
@沙漠小菜刀：不管两天一万元真不

真实，至少告诉我们创业的路很多，连
帮人整理衣柜都能成为高收入的途径，
关键是要努力沉下心做下去，否则什么
样的创业都是空的。

@闹闹：新兴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能抓住机遇，不错。

@真诚的人：人生有无数种精彩。

“优惠券”执法
有违法律本义

公示老赖用学生照有损公信

□郑山海

“号贩子”风波刚消停，有媒体又爆出
“床贩子”——在一些知名医院急诊室内，
活跃着这样一批人，他们囤积着一批简易
床铺，以一天300至500元的价格，出租给
那些前来就诊而无处安身的患者或家属，
虽价格不菲，但生意火爆。（《北京晨报》）

从本质上说，床贩子与号贩子属一丘
之貉，都是瞅准了医疗资源不足的空子，
以患者看病的困难为依托，凭借自己的资
源优势，坐地起价，获取不义之财。

从行为上讲，他们是非常不道德的，
但从效果上看，却似乎有一些存在的理
由。这些价高质次的出租床，在一定程度
上确实能带给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一个
卧床休息的机会。所以，床贩子虽是一种
极不合理的存在，但在许多医院的急诊却
又拥有广泛市场。

在床贩子新闻曝光后，有执法部门表
示将进行调查，可能会对这种现象有一定
的震慑，但管理的本质是应该让医疗流程
更加顺畅。在震慑床贩子的同时，更重要
的是如何解决急诊滞留患者的床铺问题。

首先，是不是可以建立相对“阳光”
的租床业务，由医院实施管理，一方面让
利于民，一方面让医院有所收益。

其次，理顺急诊的接诊及转诊流程。
完善各大医院急诊与普通医院病房的转诊
机制，保证急诊床位真正留给急诊患者。

床贩子存在的核心，是急诊资源的紧
缺及调配问题，恐怕难以一禁了之。

急诊室“床贩子”
能不能一禁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