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志华

从医院回收输液管、输液袋等医疗垃圾
后转卖，加工成一次性餐具或玩具……南京
栖霞公安分局历时3个多月，侦破了南京市
首起医疗废物污染环境案件，抓获犯罪嫌疑
人3人，其中1人被逮捕，2人被取保候审；
现场查获医疗废弃物13.5吨，实际查实嫌疑
人收购、倒卖医疗废物3000多吨，涉案价值
4000多万元。（详见本报昨日14版）

医疗垃圾非法回收的危害是巨大的，正因如
此，对于医疗垃圾的处理，卫生、环保等部门都有
明确规定，必须由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回收。

然而，医疗垃圾非法买卖现象无疑暴露
了当下监管的困境。首先，通过正规渠道回
收医疗垃圾，医疗机构要给付较高的垃圾处
理费用，有些城市的处置费用还较为高昂，
且往往只有一家回收公司，医疗机构没有太
多选择的余地。而另一方面，非法卖出这些
垃圾，却可获得一定的收益。如此一来，将
垃圾当作资源卖，既可节支，又可增收，利

益驱动力是双倍的。
其次，医疗垃圾缺乏流向监管。药品和

医用耗材上都有独一的识别码，通过识别码
可以查实其来龙去脉。但药品和耗材使用过
后，剩下的空瓶子或空管子等垃圾，就失去
了这种监管方式，通常情况下，医疗机构上
交多少垃圾，回收公司就收多少，即使明知
部分垃圾流失，也无法通过识别码来核查其
去向，使医疗垃圾买卖双方更加大胆。

此外，非法倒卖医疗垃圾立案很困难。
在这起案件中，检察官虽然发现堆积如山的
医疗垃圾，但具体哪一包有毒有害，或精细
到哪个针头哪个输液袋有毒有害却十分困
难，如果仅仅是认定针头有毒有害，数量不
足 3 吨，不够立案标准，且要精细到每个部
件检测鉴定几乎不可能。

既然倒卖医疗垃圾现象具有这些鲜明的
特点，监管就要有相应的特殊措施。除了要
强化依法打击外，更要利用行政、医院管理
等手段，在医疗垃圾买卖之前就做好前期监
管。

广东女子周某因为在微信群抢到一个200元的最大红包后，没有遵守群规及时再发出
红包，结果引发纠纷，被群主打成脑震荡。事后，周某将群主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
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800元。记者昨日获悉，群主最终被判赔偿4685.8元。
（《广州日报》）

群规之类的规定只是为了规范微信群聊天和其他行为，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应以
为自己是群主就可执行所谓群规。在此提醒大家，抢红包需谨慎，微信群也不要随便乱
加。 文/朱丹 图/张建辉

□李小将

在上海新金山路，有民警巡逻发现
路边的停车位旁，一位女子蹲在地上，正
在对白色的停车线进行涂改。几分钟
后，一根白线被涂成了黑色。没过多久，
整个车位就“消失”了。经了解，这名女子
是住在周边的居民，由于小区内车位紧
张，有时候回家晚，外面新增的车位也没
了，她就买了一些白涂料，在马路上自行
画了一个车位。后来怕惹麻烦，便于第
二天将其涂抹掉。（央广网）

该女子自画车位的举止虽然幼
稚可笑，但大家在笑后，都能理解她的
苦衷，因为大多数人都有过和她一样
的遭遇。

女子自画车位的背后，凸显的是
日益严峻的城市停车难这一顽疾。这
一顽疾当然需要根治，但根治的办法，
绝不是像这名女子一样——自画车
位。因为根据有关规定，除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
不得在城市道路上设置停车位。

没有停车位，该女子能通过自画
车位的办法想方设法来解决，虽然方
法错了，起码说明人家用心了。但愿
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能读懂其自画车
位的苦衷和“能力”，能拿出和她一
样的毅力和努力，想办法缓解城市停
车难这一顽疾。

总之，无规矩不成方圆，城市道
路不是你家的一亩三分地，不是你想
画就能画，这样的举止千万要不得。

自画车位要不得

新闻背景

成都一位女大学生，最近在网上感动了
不少人。据报道，刚20岁读大二的女生刘
琳，在今年8月父亲不幸病故之后，把93
岁又意外摔伤的奶奶，带到学校附近，她一
边读书一边照顾。更可贵的是，面对听到她
家遭遇准备资助的好心人，刘琳还婉拒了。
她觉得自己可以做兼职，弟弟在打工挣钱，
家庭压力暂时还支撑得住，不想依靠别人。
（新华网）

议论纷纷

刘琳带奶奶上大学，说明她爱奶奶爱得
十分的深沉、忠厚、朴实，奶奶的生活就是
自己的生活，奶奶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
此举谱写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广大青
年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家庭责任与孝道意识
课。 ——路可玫

带长辈上大学，会给大学生的生活与学
习带来压力，或多或少会影响在大学的学习
效果。因而，为保障大学生的知识与技能的

“健康成长”，及早成才，地方政府的相关救
济与保障不能缺位。 ——朱雀丹心

每一个类似感人故事的背后，可能都暴
露了社会救助体系的某种欠缺。我们不能因
为感动就忽视那些欠缺的存在。比如，带奶
奶上学背后，反映的可能就是社会养老问题
的软肋。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敬一山

带奶奶上学

□周继坚

两名中国教育报记者日前在调查黑龙
江省甘南县兴十四镇中学营养餐问题时，被
当地派出所民警打伤。两名记者是接到当
地学校将腐烂、破碎生鸡蛋充作学生营养午
餐发放的报料后，前往暗访的。据悉，当地
在初步调查后，已经对涉嫌打人的民警作出
停职处理。（新华网）

尽管事件仍在调查之中，但牵涉营养午
餐计划，还是让人感到意外。2011年，国务
院启动了营养午餐计划，旨在改善贫困农村
学生营养不良状况、增强学生体质，中央财
政每年为此支出约160亿元，足见国家对这
一计划的重视。然而，此次事件暴露出的问
题在于，这一民生计划、爱心计划，在基层是
否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营养午餐计划的食
品质量是否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初衷再美好，也要靠执行。如果执行过
程中走了样、搞变通，必然会影响效果，甚至
偏离初衷。照理说，营养午餐计划已经有了
资金保障，学校保质保量地做好供应工作即
可。然而事实证明，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
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通过降低食材质量以
次充好，中间商就能从中获得一定的渔利空
间。倘若变通之策得逞，那营养午餐很可能
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唐僧肉”。

说白了，那些谋取私利者能钻空子，
表明执行的环节中存在漏洞或者说有责
任不落实的情况。由于执行层面最终在
学校一级、乡镇一级，执行人员如何配备，
其职业素养、法律意识如何，都会影响计
划的执行，如果缺乏必要的、常态化的监
督，就难免在执行中变形走样，出现问题。

如果营养午餐计划出现问题，当地教
育主管部门难辞其咎。一方面，教育部门
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监督是否有效，是否
真的本着问题导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另一方面，是否提供了畅通有效的意
见反馈渠道，充分发挥学生、家长的监督
作用，充分唤起这一主体对营养午餐质量
进行监督的意识？

“营养午餐”要把好事办好，不是有良
善的目的就可以实现的，还需要良好的制
度设计，比如严密监督之下的统一采购流
程，充分监督之下的加工操作环节，以及
常态化的督查与检查制度。对于出现的
问题要严查到底，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要
防微杜渐。尤为关键的是，要严格执纪问
责，使主管部门、当事学校不敢懈怠，真正
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打击电信诈骗就该用严刑重典

呵护营养午餐
别让爱心变质

医疗垃圾变餐具 暴露监管漏洞

□江德斌

12月20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
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依法从
严惩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意见》规定，
电信诈骗造成致人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
常，或者以残疾人、老年人、学生、重病
患者等弱势群体为诈骗对象的将从重处
罚。（详见本报昨日03版）

《意见》明确了电信诈骗的定义，并列
举出“酌情从重处罚”的 10 种情形，对犯
罪嫌疑人予以严厉惩罚。可见，“两高一
部”发布 《意见》，乃是正式向电信诈骗宣
战，将采取严刑重典予以狠狠打击，维护民

众的财产安全。这无疑是民心所向。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电信诈骗案件频频

发生，诈骗手法不断翻新，令人防不胜防，
给民众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部分人因电信诈
骗而自杀、死亡、精神失常等，导致民众风
声鹤唳，看到陌生来电就心生畏惧，不敢随
意接听。而且，现在电信诈骗花样很多，不
再局限于传统的电话、短信诈骗，还利用新
信息技术、新功能，针对性编造谎言实施欺
诈，诸如网络诈骗、微信诈骗、支付宝诈骗
等不一而足，民众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

由于电信诈骗属于远距离犯罪，只需利
用电话、网络、电脑、银行卡等少量工具，
就可以实施诈骗，犯罪成本很低，诈骗金额
却往往很大，可谓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电信诈骗的隐蔽性较强，诈骗存在“时间
短、转移快、距离远”等特征，证据锁定相

对困难，司法打击难度较大，民意舆情强
烈，警方破案压力也很大。

而且，以往电信诈骗违法成本低，难以
达到威慑效力，电信诈骗产业链形成规模
化，部分地方甚至发展成为电信诈骗村，专
以诈骗作为发财致富之路。此次《意见》加
重了量刑标准，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势
必对犯罪分子造成心理重击，使其犯罪行为
有所收敛。同时，对诈骗者实行严刑重典，
让其付出应有代价，也是保护守法公民的必
要手段，符合法律正义公平原则。

在对电信诈骗重拳打击之时，还要加快
完善反电信诈骗规则，建立专业的队伍打击
犯罪行为，以实施精准打击。同时要运用信
息技术、大数据全面监控个人信息使用路
径，防范被非法转卖、利用，从源头堵住电
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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