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二孩政策已实施近一年，西安
一家医院科室仍要求员工怀孕必须符合
科室计划，否则可能被辞退。日前，西
安唐都医院泌尿科二病区护士郭女士告
诉记者，今年7月，她将自己怀孕二胎
的消息告诉单位后被约谈：“要么辞
职，要么放弃孩子”。（《华商报》）

“要孩子还是要工作”本不该如此
对立，完会可以用更为缓和的方式来解
决。怕就怕一方讲法理，一方讲情理，
谁都没有倾听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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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监管网 才能吃到放心鱼

□苑广阔

王某在朋友圈发布了自己的一起“维
权遭遇”，称在南京浦口某婴幼儿用品店购
买的奶粉中发现了黑色异物。但就是因为
发在微信朋友圈的这条“有图有真相”的
信息，让王某成了被告。近日，浦口区法
院审理了此案，王某因在朋友圈发布不实
信息被判侵犯名誉权。（《现代快报》）

发现自己购买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有
黑色异物之后，消费者就去找店家协商，
但因赔偿问题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
是转而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有图有真
相”的信息，并且引起了微信朋友圈好友
的转发。在王某看来，自己这是在陈述事
实，并没有夸大或歪曲。

然而，就是因为这则信息，不但让王
某吃了官司，而且最终还输掉了官司。而
把王某告上法庭，并且最终赢了官司的，
正是当初出售奶粉给王某的婴幼儿用品
店。对此，王某恐怕觉得自己很冤枉。

但事情显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一

则王某并无法证明自己所持的奶粉系从原
告处购买；二则他也无法证明奶粉中出现
的黑色异物到底是原来奶粉中就有的，还
是后面产生的。但是作为原告的商家，却
提供了经营许可及相关奶粉的检验报告等
证据，可以初步证明原告所经营的案涉品
牌奶粉并无质量问题。

通过这件事，也给所有消费者提了一
个醒，那就是微信朋友圈绝非言论自留
地，即便仅仅是在微信朋友圈吐槽，那也
是存在很大风险的，需要谨慎对待。当然
了，这并非表明消费者就无法维护自身权
益，而只是提醒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要
讲究证据，拿出实据，在做好这些前期准
备工作之前，最好不要以一种泄私愤的心
态把信息在朋友圈轻易发布。

网络的兴起，确实给我们发表言论提
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平台，可以让我们的声
音被更多人听到，但言论并非据此就变得
没有边界，它的道德与法律边界，依旧明
确而清晰，一旦对他人形象、名誉、利益
带来了损害，那么依旧要承担道德与法律
上的责任。

吐槽有风险 发帖须谨慎

□长雒

近日，天津塘沽周围的过百鱼塘有些
荒芜，堤岸上丢弃的空药瓶已经发黄。陈
明的鱼塘从鱼苗放进去那一刻，就要撒
药，中间还要投放消毒药、抗生素，隔两
个月还得增加改善水质的药。一年七八次
的鱼药使用，一次就得撒下去30多箱。陈
明说：“我们不吃自己养的鱼。”（《新京
报》）

前几天水产市场的“活鱼下架”事件疑
团还没有完全解开，这一次，养鱼人的一句

“我们不吃自己养的鱼”，却似乎给出了答
案：水产经营者知道有不少鱼吃了太多药，
听说监管要抽检，实在心虚，只好全部下
架。

养殖户的鱼自然是要流入市场供人食用
的，但他们却说 “不吃自己养的鱼”。在感
叹之余，不得不承认，这种害人与自保的逻

辑在现实中多么常见，以至于很多食客看见
店家食用店里的产品，总要感叹一句：这家
的东西肯定没问题，你看，他们自己人都
吃。而这种普遍存在的逻辑背后，则凸显了
一些从业者的心态：只要不伤及自身，则可
以不择手段赚取最大利益。

然而，那些为他人送上问题鱼的养殖
户，能因“不吃自己养的鱼”就免受危害
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他在日后的
饮食上，会不可避免地碰到很多类似的从业
者提供的食品，这些从业者无一不是“不吃
自己生产的”。也就是说，在这看似聪明的经
营行为中，实则一个“互害”的过程已然形
成，没有谁能够成为真正的幸免者。

这样的食品安全环境令人无比担忧与痛
恨，要说根治之道，无外乎四个字：加强监
管。道理的确如此，在商业利益诱惑面前，
如果缺少了法治的力量，那么，仅靠所谓道
德力量是无法规范从业者行为的。所以更应
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养殖户可以养“连自己

都不吃的鱼”？养殖户滥用抗生素等药剂，实
则是监管的不断缺位造成的。比如小鱼塘大
都没有养殖证，比如类似孔雀石绿这样的违
禁药还在大量出售、使用，此外，还有问题
鱼难以溯源、倒查等问题。从养殖的源头开
始，监管就缺位了，岂能不生乱象？当过量
用药成为一种行业潜规则，养殖户很难意识
到自己养的鱼关系着他人的食品安全，他们
是麻木的。

实际上，对于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我们
都能很快找到症结所在，但难点就在于，食
品安全问题背后是诸如滥用违禁药品、添加
剂等潜规则体系。我们能够针对某个具体的
食品安全事件，出台专项整治方案，却难以
从根上改变整个潜规则体系，所以大多数时
候只能是被动地应对。

如果仍由潜规则盛行，只会不断巩固其
利益链条，拖得越久，治理的难度也就越
大。所以，要从根源解决问题，就必须用法
治的力量对食品领域的各种潜规则说不。

近日，有网友报料称，成都一美女
周末开着电动汽车载着老公和娃娃一起
出去游玩，回来时电动汽车没电了，美
女推着汽车找地方充电，而她老公却淡
定地推着娃娃跟在旁边。（中新网）

【点评】
@天亮前黑一会：厉害了我的姐。
@WY宝宝：也许人家轮流推的，

网友正好只拍到了美女推车的瞬间。
@一片云：谁在打方向？

11月28日晚，一本名为《特别的
礼物》的创意交通知识漫画获得2016
年公安部宣传作品三等奖。这本漫画的
作者是陕西交警新城大队解放路中队的
辅警杨鹏。杨鹏说：“我也没想到这本
漫画能获奖，画这些漫画的时候，我是
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出发的，我的孩子3
岁了，我希望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能平
安快乐地成长。”（《西安晚报》）

【点评】
@我的未来不是梦：好有爱！
@东Yeah：画得不赖。

□和法堡

雾霾的频繁出现催生了一个新的商品
交易——“卖空气”。记者注意到，标称来
自山东威海，甚至从新西兰等地代购而来
的空气，在电商网站及微信朋友圈里成了
明码标价的商品。售价从 5元到 200多元
不等，包装既有简易的矿泉水瓶装，也有
带“呼吸面罩”的压力容器装，对于保质
期，很多店主表示不清楚，甚至坦言“新
奇产品而已”。（详见昨日本报14版）

众所周知，自然界的空气本来是一种
“免费财富”。想不到，这空气却摇身一变
成为被分为不同等级、明码标价的奢侈品，
听起来确实有些荒唐。也许正如商家所言，
这就是个创意。但是，这样的创意，恰恰说
明当前大气污染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公众的呼吸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不少地方，连日来的雾霾天气加重了
空气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使得网络上各大论
坛、微博上关于空气污染的热议继续升温，

不 少 网 友 纷 纷 感 叹“ 有 多 少 雾 霾 可 以 重
来”，自嘲在“十面霾伏”中“听取咳声一
片”。由此看来，“卖空气”的商家还是抓住
了“商机”的。

然而，空气被钉上商品属性，显然是不
靠谱的。专家也表示，国内这类产品没有类
别划分，涉嫌“三无产品”和虚假宣传，建议
消费者谨慎购买。不过，“卖空气”的创意
倒是提醒我们，要取得公众“呼吸保卫战”
的全胜，不是靠“卖空气”或安装空气净化
器等能够奏效的，最关键的是要把环保法规
全都落到实处。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的任务
异常艰巨，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攻坚战”和
民生工程。因此，在坚持“出重拳、用重典、
全覆盖、零容忍”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同
时，也一定要把空气质量作为政绩考核中最
重要的一项内容来抓，并依法依规进行铁面
问责。

环保部门作为执法部门，更应树立为谁
执法的观念，不能为部门利益去“执罚”，而
是要为国家为人民群众利益秉公执法，为子
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水蓝天。

网售空气背后的环境期待

新闻背景

理财骗局

“投入50万元，一天能赚1.25万元，
一年能赚456万元，想想是不是很开心？”
近日，多名投资者反映，自己购买了一款名
为“涌太宝”的理财产品，结果投入的资金
被套，“涌太宝”网站和APP均无法登录，
公司负责人和客服失联。警方表示，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南方都市报》）

议论纷纷

“涌太宝”不过是重复“e租宝”高息
揽存的老套路，可为何还有这么多人上当受
骗？很多人即使是在地摊上买一斤桔子，尚
且货比三家，可为何对涌太宝却无限信任，
大把的向里投钱呢？

——薛家明
“涌太宝”骗局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

量，与以往“投资骗局”没有什么本质区
别，只不过是借助了互联网，同样是“高回
报”来吸引眼球。由于投资者和监管的双重

“失守”，这才能让骗子得逞。作为投资者，
还是要懂点常识，多保持清醒头脑，等到被
骗了就来不及了。

——滨兵
防止网络理财骗局，须抬头看天，低头

看路。相比银行理财，网络理财更难以监
管，网络理财比银行理财更容易实施诈骗。
网络理财的实际环境和参与网络理财者的自
我控制能力，注定了我们不能轻信网络理
财，不能只顾了收益回报而忽略了理财的资
本安全。

——卞广春
互联网金融平台诈骗频发，“涌太宝”

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政府的监
管手段和覆盖面，要跟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步伐，才能避免投资者上当受骗，保证互联
网金融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

——晏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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