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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味的拉票就该叫停

体检行业也要“体检”

“我家住在一楼，最近上层楼
体外墙的瓷砖时不时往下掉，连在
院子里溜达都得小心翼翼。希望这
样的隐患能尽快排除，万一砸到人
怎么办？”几天前，呼和浩特市香
格里小区的张女士向记者表达了她
的担忧。（《北方新报》）

“瓷砖雨”照出了城市文明程
度，可以肯定的是，瓷砖不会无缘
无故“突然脱落”，它必然有一个
松垮的过程，如果能重视每一个征
兆、苗头和隐患，考虑得更细一
点，防范得更主动一些，安全事故
就会大大减少甚至可以避免。

点评/徐剑锋 漫画/沈海涛

□苑广阔

双手支撑起身体，双腿上抬越过
地铁检票闸机，实在跳不过去则从闸
机下钻过……近日，多名乘客在四川
成都非遗博览园地铁站“集体逃票”
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据视频拍摄者
称，这一幕发生在5月19日，当时成
都“草莓音乐节”首日演出刚散场，
地铁内客流量较大。（详见本报昨日
14版）

当绝大多数网友对视频中这些地
铁逃票者给予谴责时，也有网友指
出，当晚正逢成都市“草莓音乐节”
首日演出结束，造成地铁内客流量较
大，需要排队入内，所以很多人耐不
住性子，翻过检票口，逃票而出了。
对此，成都地铁工作人员介绍，他们
为了应对“草莓音乐节”等人流高峰

的情况，已采取了增加安检保安和站
务人员、投入安检机并增加售票点、
缩小行车间隔等措施应对。

即便真如网友所说，地铁客流量
大，需要排队通过，这就可以成为部
分乘客逃票的借口吗？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用这段视频拍摄者的话说，最
多也就是比平时多排 5 分钟的队而
已，并非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而仅
仅为了这 5 分钟，就采取逃票这种不
文明、不诚信的行为，无论如何都说
不过去。

而在笔者看来，排队不过是造成
逃票的诱因，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法
不责众的心理在作怪。在这些逃票者
看来，别人逃我也逃，反正逃票的人
多了，地铁方面也抓不过来，处罚不
过来了。这就是典型的法不责众心
理。逃票的人再多，也不能改变逃票
行为本身违法背德的事实。而我们现

在所处的是法治与文明社会，法不责
众本就不该再有市场。但事实是，除
了类似集体地铁逃票的行为，媒体还
多次报道货车倾翻，附近村民哄抢货
车财物的现象，也是典型的法不责
众心理作祟。

如何遏制和消除部分人法不责
众的心理？最好的办法，还是尽最大
限度让每个违法背德者付出应有的代
价，而不是因为违法背德的人多，就
放弃责任的追究。以地铁逃票为例，
地铁站、检票口都有监控探头，再加
上热心网友自发拍摄的现场视频，完
全可以找到这些逃票者，进行相应的
处理。

只有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个逃票者
都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让当事人
吸取教训，同时也警醒更多人摒弃
法不责众的心理，遵守法律，恪守
文明。

别为“集体逃票”找借口

□张海英

随着健康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一
批设施精良、服务精准的体检机构应
运而生，成为守护人们健康的一道防
线。然而在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由
于准入门槛低、专业人才少等原因，
体检机构良莠不齐的问题日益凸显，
一些体检机构表面“薄利多销”，实际
“等鱼咬钩”。（新华网）

尽管 2009 年原卫生部颁发的 《健
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把体检行业关
进制度笼子，但是，一来，经过近 10
年快速发展，这一规定准入门槛已严
重低于今天体检行业的发展水平；二
来，这一规定落实效果也不太理想。
比如体检乱象长期存在，但很少看到
有关部门对这个行业进行专项治理。

这次媒体揭露的问题，并非来自监管
部门，而是记者“体检”发现的，是
相关业内人士、体验者以及司法案例
揭开了行业乱象的冰山一角。

记者“体检”虽然能发现一些问
题，但体检行业绝不能依靠记者来

“体检”，因为媒体监督未必能覆盖到
所有细分行业，而且媒体监督也代替
不了卫生监管。只有行业主管部门定
期对体检机构进行抽查抽检，才能形
成有效震慑力，促进行业规范化发
展。当然，完善相关制度是规范行业
的基础。

有案例显示，体检机构利润十分
可观。以成立于2004年9月的慈铭体检
为例，至2011年，短短6年发展，收入
5.7亿元，净利润高达8713万元。而高
利润的背后，该机构招股说明书披
露，“从2007年来，每年投诉人数超过

200人，并与客户发生多起重大服务纠
纷，以及一起医疗事故”。

可见，健康体检行业并不“健康”，
而有“病”的行业，有的企业恐怕不会真
正对受检者健康负责。鉴于该行业关
乎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益，其企业健康与
否不是小事，所以急需有关部门建立经
常性“体检”机制（明察暗访机制），让体
检行业在为消费者体检的同时，也受到
监管部门“体检”。

另外，有专家建议，建立统一的
“体检医疗服务规范”；坚决取缔不适
用于体检行业的体检项目，将体检项
目设置为“优先推荐”“推荐”“可推
荐”和“不可推荐”四个等级，值得
倾听。“对扰乱市场秩序、诱导欺骗消
费者等行为重拳出击”，也是必要之
举，关键要与消费者积极互动、主动
出击。

□毛建国

近日，一家名为“某某喜茶”的
饮品店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其所属企
业的工作人员称，该公司花重金从
“喜茶”购买了配方，属于联合经营。
不过“喜茶”方面则表示，目前在北
京只有两家直营店，不存在其他任何
形式合作。媒体注意到，近年来网红
餐饮店被山寨的情况屡有发生，很多
品牌的商标公示期往往会成为被山寨
的高峰期。（《北京青年报》）

网红餐饮沦为山寨重灾区，与网
红经济本身特点有着很大关系。很多
网红餐饮红起来往往很迅速。而在走
红之前，不少创业者或出于成本的考
虑，或者根本没有意识，甚至并未料
到会如此迅速地走红，因而往往是

“先上马”再说，并没有注册商标。

而当红了之后再注册商标，却碰到了
“公示期”的问题。

现实中有些山寨者是抱着“捞一
笔”的想法，“船小好掉头”，大不了
以后再换个牌子；然而也有一些山寨
行为已呈现出资本化和集团化的特
点。一些餐饮山寨者对商标有种天然
的敏感，一个品牌火了之后，他们会
率先查询商标注册情况，一旦有机可
乘，立即实施山寨行为。他们甚至比
创业者更懂得市场，更舍得推广品
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些网红品
牌开始只是蜗居一角，能够走向全
国，往往得益于山寨者的推广。

有些创业者对如何开发自身 IP，
既没有想法也没有办法，有时甚至还
认为山寨行为在事实上抬高了他们的

“身价”，加剧了“网红效应”，因而
对山寨者往往是“睁只眼闭只眼”。
眼下，要从根本上遏制山寨现象，创

业者必须从一开始就树立品牌意识，
让创牌与创业同行，不给山寨者留下
机会。

网红餐饮能被山寨成功，还与商
标注册期有很大关系。根据现行 《商
标法》 规定，商标局在收到商标注册
申请文件之日起 9 个月内审查完毕，
符合规定的予以初步公告，3 个月期
满如无异议将核准注册。这样，前后
加起来就有了一年的空白期。尽管比
之过去，现在审查周期已经缩短，但
在互联网背景下，仍要思考有没有进
一步缩短周期的可能性。

被山寨不应是网红餐饮的宿命。
现实中有大量网红餐饮由于重视品
牌建设，避免了被山寨的命运。适
应互联网经济的特点，创业者进一
步提升品牌意识，商标注册进一步
优化服务，网红餐饮频被山寨并非
无解。

□李小将

“亲，帮我家孩子投个票吧！”“麻
烦给我们家某某投个票，一人可投3票
哦！”……你的朋友圈是否也被孩子父
母的各种“求投票”刷屏？日前，浙江
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园网络投票
活动的通知》，明确涉及学生（幼儿）
个人荣誉的各项评选活动原则上不采用
面向社会的网络投票。（人民网）

近几年，伴随着微信朋友圈的兴
起，各种各样的评选活动让人烦不胜
烦。其中，尤以针对孩子的各类评比最
多。多数人碍于面子，时不时投上一
票，无形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让
评选活动变了味，荣誉不是靠实力赢来
的，而是拉来的，显然背离了评选活动
应有的公正和公平。亲朋好友的举手之
劳虽然让孩子一时赢得了荣誉，但对他
们的成长没一点好处，相反让他们觉得
成功很容易，只要动动嘴皮和手指头就
中。从这点而言，叫停涉及学生 （幼
儿）个人荣誉评选的网络投票确实很有
必要。

在网络评选活动泛滥的当下，浙江
省教育部门无疑带了个好头，值得全国
其他地方的教育部门借鉴和学习，这有
助于评选活动远离弄虚作假，回归本
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