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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宏

国庆七天长假，给了上班族一个外出放
松的好机会。然而，集中出行却导致逢长假
就“堵”，不断上演着“人在囧途”。相关专
家表示，假期治“堵”仍需解决人们错峰出
游的需求。

近年来，高铁、动车等高速便捷的公共
交通工具，对国内游的交通分流效果凸显。
以前，乘坐普通列车耗时、耗精力，很多人
因而选择自驾游；现在，坐高铁或动车，出
行速度快，更不必担心拥堵。

与此同时，人们的旅游目的地也在悄然
发生变化。近郊游、出境游分流了不少国内
热门景点的游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相关
道路和景区的拥堵问题。

相关专家还表示，假期拥堵问题客观上
还受人口结构影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
加速，节假日出行人流的密集程度将有所缓
解，因为老年人出游相对受节假日的约束较
少。

然而，今年国庆假期，仍有不少地方曝
出道路拥堵、景区人满为患的新闻，治理假
期拥堵仍“在路上”。

业内人士认为，缓解人在“堵”途，重
在鼓励错峰出游。目前，在国家政策引导
下，国内不少地区已开始推行“2.5 天休
假”。江西省社科院专家马雪松认为，相关部
门还应加强对带薪休假制度执行情况的监
督，为年轻人避开节假日错峰出游进一步创
造条件。同时，应提升绿色出行的理念，提
倡尽量选择便捷的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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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人在“堵”途 需鼓励错峰出游

“不丢垃圾你会失业”里隐藏着多少冷漠

治廉价药荒
不能只开方不下药

□郭元鹏

国家地质公园重庆云阳龙缸，因临悬崖
地段多，清理垃圾得靠一群“蜘蛛人”来完
成。景区共有12名“蜘蛛人”，他们每天依
靠几根保命绳索滑到悬崖下，捡拾峭壁上的
垃圾。“蜘蛛人”吴贵生告诉记者，他们最大
的苦楚就是不被理解。当劝说游客不要乱丢
垃圾的时候，有人就嘲讽他们说“不丢垃圾
你们就会失业”，“蜘蛛人”王更生说，游客
是上帝，听到这样的嘲讽时，他们只能是默
默干活。（新华网）

“蜘蛛人”吴贵生已经44岁了。在这个
景区里比他岁数还大的“蜘蛛人”也有。他
们十分珍惜这个职业，尽管说每月3000多元
的工资，在很多人看来算不上什么，但是对
于这些来自农村的人来说，已经是一笔不错
的收入了。所以面对“不丢垃圾你会失业”
的嘲笑，他们只能是不予反击，只能是默默
承受。

是的，每有“乱丢垃圾”，“蜘蛛人”或

许真的就会失业。但是，这不是某些不文明
游客嚣张任性的理由。这个景区是一个十分
险峻的地方，几乎所有景区都处于悬崖地
段。也因为垃圾较多，落入悬崖，才聘请了
12 名“蜘蛛人”在这里常年劳作。可以说，
这些“蜘蛛人”是在命悬一线中生活的。如
此危险的工作，需要我们更多的关爱。

对于普通游客而言，我们的小小举动，
就能体现出对他们这个群体的尊敬。我们丢
弃垃圾的时候是轻轻松松的，可是等到他们
捡拾的时候就会付出千倍万倍的艰辛，甚至
是生命危险。我们何必用自己的不文明行为
去伤害这个群体？不能说一点垃圾都不丢入
山涧，比如一不小心跌落的垃圾，那也是无
奈的事情。

可是，如果说丢弃垃圾是故意为之，是
恶意为之，这心中的寒冷也是痛彻心扉的。
我们为何要用不文明的行为增加他们的危险
和工作强度？我们少丢弃一点垃圾，就能给
他们减少一份危险的因素，自己没有损失，
别人还能减少危险何乐不为？

作 为 景 区 管 理 部 门 也 需 要 反 思 。 在

“垃圾换矿泉水”“垃圾换生活用品”“垃圾
换纪念品”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这家景
区是不是也该为减少不必要的垃圾丢弃做
些事情？延伸了来说，到如此特殊的景区
游玩，是不是在游客携带的物品上也该有
所限制？

一来，景区是国家地质公园，这种景
区最害怕的就是垃圾破坏，会让原本纯生
态的地方被污染；二来，这里是悬崖峭壁
捡拾垃圾难度增加，也不适合让游客携带
更多物品进入。这就应该考虑从源头来纾
解垃圾太多现象，一方面要限制物品过多
进入景区；另一方面要想办法鼓励游客把
垃圾带出景区，在离开景区时候，用垃圾
换些旅游纪念品。

是“乱丢垃圾”养活了用生命赚钱的
“蜘蛛人”。但是，不能因为养活了“蜘蛛
人”就那么理所当然的丢弃垃圾，还信誓旦
旦说出“不丢垃圾你会失业”，这是一种痛彻
心扉的冷漠。有些行业的失业，恰是文明的
见证。多么希望看到文明素质催生的“蜘蛛
人失业”。

□王立彬

国庆节假日期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
布了45家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
构名单，指出这些企业和机构发布虚假广
告、恶意编造散布谣言，制造房源紧张气
氛，采取违规预售、捂盘惜售等手段，煽动
消费者购房，以抬高房价、牟取私利。这些
不法行为损害消费者权益，误导市场预期，
社会影响恶劣。这是有关部门宣布对房地产
销售机构实施“黑名单”管理以来的一次雷
霆行动。（新华社）

房地产市场何以从“去库存”变为“抢
房”？此次公布的 45 家违法违规企业和机构
涉嫌的不法手段之外，其分布地区也可以看
出一些端倪：其分布的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天津、苏州、南京、无锡、杭州、厦
门、福州、济南、合肥、郑州、武汉、成

都，都是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热得发烫”
的城市。房地产市场“天价地”频出、住房
价格短期飙升，固然存在信贷、土地等宏观
经济的原因，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造成恐
慌的直接原因就是违规预售、捂盘惜售、造
谣传谣、哄抬房价、煽风点火，从而扭曲市
场信息、改变消费预期。对此，有关部门绝
不能止于公布“黑名单”，还应当依法让不法
企业、机构及其责任人付出应有代价。

今年 8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
委、人民银行、银监会等七部门出台意见，
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强调实施诚信典型“红名单”和失信主体

“黑名单”管理。实施“黑名单”制度有法可
依，关键在于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此次公
告的企业及机构“发布虚假广告、恶意编造
散布谣言”等行为，不仅仅违反了部门规
章，而且触犯了广告法、消费者保护法等法
律。发布虚假广告以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

者蒙受损害，必须承担的民事责任、连带责
任，我国的广告法有明确规定。发布虚假广
告，骗取消费者钱财达到一定数额、情节严
重，就构成虚假广告罪。而恶意编造散布谣
言，损害消费者权益，妨害社会管理的行
为，依照我国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要追究
刑事责任。因此“黑名单”公布，不是结
束，而是开始。

房地产业涉及住房民生、公民财产权，
更涉及土地政策、金融安全、人的城镇化、
户籍制度改革，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因
此，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公共服务和市场监
管，归根到底要靠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
市，依法治企，确保房地产管理“黑名单”
不是没牙的老虎，方能清除害群之马，推动
房产业健康平稳发展。

房地产“黑名单”应让从业者生畏

□李亚红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盒仅售7.8元，
治疗罕见的婴儿痉挛症的注射用促皮质
素，在很多家医院难觅踪影，而“黑市”
上却卖到4000元。对于廉价药荒，虽然有
关部门陆续出台过一些措施，但由于落实
不到位，如同“开了方子，没下药”，导致
廉价药荒一再上演。（新华网）

注射用促皮质素这类廉价药出现“药
荒”并非个案。记者5年前就采访过，因常
用的“鱼精蛋白”短缺，部分医院心脏病
体外循环手术“停滞”。直到目前，这一问
题依然存在。此外，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

“常用价廉药”比如甘草片、酵母片 （食母
生） 等，在医院和药店都难觅踪影。不过
因为有替代品，这些药悄悄地消失而没引
起波澜，只是新药价格已经贵了许多。

廉价药之所以缺货，并不难理解，因
为无利可图，医药企业不愿意生产，物流
企业不愿意配送。在以药养医的背景下，
药品越便宜加成越少，因此医院和医生也
没有用廉价药的积极性。

针对这一症结，早在 2014 年，国家卫
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了 《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
工作的意见》，从生产、流通、价格、招
采、使用等各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然而，“药方”对症，疗效并不明显。
比如“建立常用低价药品从生产、流通、
库存到使用全过程实时更新、动态监测和
分析的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系统”，但廉价药
频频出现“药荒”的症状说明这套“生产
供应信息系统”还不够完善。再比如，相
关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分工，加强对低价药
品生产流通等环节的监督管理，“黑市”哄
抬救命药价格的行为屡禁不止，说明监管
并未落实到位。此外，廉价救命药的种类
有多少，药企生产廉价药亏空多少，药品
采购供应和临床使用方面如何激励等问
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说明政策还有待
进一步细化完善。

患者对医改的获得感，最终要体现在
医生的每一张处方上，体现在群众的用药
上。治疗廉价药“缺货症”的“药方”开
出来了，关键是有关部门要及时制定细
则，加大政策执行力度，一方面保证低价
药品合理利润空间，调动企业生产积极
性，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逐步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只有
这样，医药企业生产与供应廉价药才会成
为可能，医生推荐患者使用廉价药才会变
成现实，“看病贵”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