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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塌陷 不能止于查明真相

进价6角钱一粒的假冒减肥药，每30粒一瓶，售价高
达120元；广告称“月瘦20斤，减肥神器”，收到货后却发
现药品上没有任何标识标签，检验发现其中含有违禁成分
……近日，浙江绍兴上虞警方侦破一起网络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案，收缴假冒减肥药10多万粒。（据人民网）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迷信快速减肥。减肥应循
序渐进，首先考虑常规的基础治疗，如通过合理饮食、适
度运动减肥或是到有资质的正规医院咨询，制定科学、合
理的减肥方案。

“勤劳奖学金”值得推广

别让假陈醋
毁了老品牌

□郭美宏

10月7日，四川省达州市一处人行道
路面塌陷，造成4名路人被陷。10月9日
下午，被陷的4人全被找到，全部遇难。
（据新华网）

马路出现天坑，在我国已不算极小
概率的事件。时间稍早的如甘肃兰州，
仅2016年就发生过19次地面塌陷，近期
的则有半个月前的上海市普陀区云岭西
路，一辆出租车经过事发点，突然塌方，
车辆陷入深坑内。

由于伤亡不重，每次天坑事故发生
后，相关部门都是匆匆处理现场，事件很
快平息下来，公众的态度也多半是看看

“新闻”。但这次四川省达州市马路塌陷
涉及4条人命，公众显得尤为关切。

是天灾还是人祸？大家更想知道事
故原因。

从以往类似事故调查结果看，马路
塌陷的原因多半出在地下管网设计有缺
陷、施工粗糙、多头管理、维护不力等方

面。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城市道路塌陷
频发，虽然天气异常变化、地质结构变化
等“天灾”与此有关，但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管护的失
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此次达州马路塌陷事故的具体原因
是什么，相信当地官方也会给公众一个
答复。然而，马路塌陷事关百姓的生命
权、财产权，除了查明事故原因，谁该为
事故负责，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记者梳理近 10 年各地发生的“天
坑”事件，发现相关部门处理问题的方法
基本雷同：事件发生——紧急处理——
不了了之。以一年发生过 19 次马路塌
陷的兰州为例，2016年8月23日，甘肃省
政府门口马路现“天坑”后，多位领导批
示“查清原因、研究塌陷区整治方案，并
对其他区域进行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之后原因查清了，即“地下管线回填不密
实、塌陷区段工程建设频繁、地下管道密
集等”。随后，事发路段填平了，可三个
多月后，塌陷事故又在附近路段发生。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鲜少从源头防

范，事后亦无追责，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可
避免地导致马路塌陷旧病复发。要让马
路不再“吃人”，各地须痛定思痛，进一步
明晰部门职责，严格追责，强化预防，才
能从根本上治好马路塌陷这个老病。

回到达州马路塌陷事故，若非天灾
原因，应该向谁追责？

马路塌陷侵犯市民生命财产权益，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5条的规定，马路塌
陷首先应该由马路管理方赔偿受害人，
有其他责任人的，受害人也可以直接要
求其赔偿，在市政部门等管理方赔偿后，
可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如果马路是豆腐
渣工程，那么，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要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马路“吃人”，除了赔
偿，行政问责、刑事追究也不能缺席。相
关部门和人员守土有责，应当接受纪律
处分。情节严重，涉及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受贿的，应当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吃人”的不是路，背后或许是很多个失
责的人，不能放过。希望此次达州马路

“吃人”事故的处理，能够成为敲醒各地
城市管理者的警钟。

□陆敬平

在很多旅游攻略里，老陈醋是游客
来山西平遥古城最应该入手特产之一。
古城一家醋店的老板，对所有游客都宣
称自己是一个“手工醋酿造大师”，但
记者调查得知，他的醋都批发自当地的
一家醋厂，批发价1.5元/斤，然后标上
“三年陈醋”或“五年陈醋”，以3元到
8元的单价对外销售。廉价的贴牌醋、
勾兑醋在很多醋店销售，有的稍作包
装，就变成售价上百元的“老陈醋”，
有醋商坦言“专坑外地人”，当地居民
买醋都避开古城醋店。（据《新京报》）

廉价的贴牌醋、勾兑醋，稍作包装
立马身价暴涨，难怪一些不良商贩会趋
之若鹜。对此，本地人心知肚明，买醋
时都会选择避开这些醋店。也许这些无
良商贩靠此赚得钵满盆满，殊不知，此
举“后果很严重”。

一是贩假售假注定难长久。俗话
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外地游
客出高价上当受骗买了假陈醋，回家食
用如果发现口味不对，必然会质疑和吐
槽。如今，自媒体这么发达，曝光只是
早晚的事，这不，媒体揭开了老陈醋造
假售假的面纱，必然会引起更多关注，
即使再去旅游，一些人恐怕也不会购买
陈醋了。这对当地来说，负面影响不言
而喻，这样的一锤子买卖注定难长久。

二是可能毁了来之不易的陈醋品
牌。大家知道，树立一个优秀品牌十分
不易，需要几代人长期的努力和奋斗，
而毁掉一个品牌却很容易，一件事甚至
一句话就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这样的
事例并不少见。因而，建议当地政府不
要因短暂的繁荣沾沾自喜，必须加强监
管，坚决呵护老陈醋品牌。当然，也要
提醒当地商家，唯有眼光长远、诚信经
营，方能行稳致远、做大做强。否则，
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酿苦酒自
己喝。

三是可能毁了当地旅游经济。如果
一个景区假冒伪劣盛行，久而久之，游
客就会对你敬而远之。需要强调的是，
失去游客的信赖无疑是致命的。对此，
当地相关部门需要高度重视，立即介
入，严厉打击售卖假陈醋等违法违规行
为，努力打造令游客放心的旅游市场，
让游客来得开心、走得满意，这才是促
进旅游业做大做强不二选择。

□钱夙伟

10月7日，记者从武汉生物工程学
院获悉，该校今年首次设立“勤劳奖学
金”，100名自立自强，热爱劳动，在勤工
助学活动中表现突出但非家庭经济困难
认定库内的学生获得了该奖项。（据中新
网）

现在“奖学金”多用于奖励学习，“勤
劳奖学金”的做法让人耳目一新。“勤劳
奖学金”能引导大学生树立“热爱劳动、

崇尚劳动，劳动美丽、劳动光荣”的价值
观，增强劳动意识，做到自立自强。

不容讳言，这些年来，不少家长在教
育价值观的取向上，有很大的偏差。不
少家长百般呵护，生怕孩子因劳动影响
学习。有的学生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
乃至“扫帚都不会握”，缺乏劳动观念。
有专家认为，传统教育往往只注重知识
的传授，却忽视了劳动对于一个人品性
的养成以及人格的塑造方面所起到的积
极作用。

确实，只“育分”不“育人”的结果，不

仅导致青少年吃不了苦，更造成了心理
上的弱不禁风，“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导
致一些学生缺失诸多品质。有的学生甚
至视劳动为低贱工作，这更是让人担
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此学生
将来如何走上社会胜任工作乃至成为社
会栋梁？

因此，学校教育亟需补上劳动这一
课。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应该倡导热爱
劳动的观念，养成劳动的习惯，而“勤劳
奖学金”正是一种激励引导机制，倡导学
生热爱劳动、参与公益，值得推而广之。

“不扰邻”应成一种自觉
□李小将

10月8日下午2时30分许，记者
接到市民反映，称在市区嵩山东支路、
中国人民银行漯河中心支行西边的绿化
带里，有人用高音喇叭唱戏，声音太大
太吵闹，令人无法工作，甚至两人坐在
办公室里说话都得“喊”。（详见本报昨
日05版）

其实，这种噪声由来已久，作为在
市会展中心附近上班的我们，不知多少

个白天和黑夜，笔者和同事都是在强忍
着这种噪声坚持工作。

不论春夏与秋冬，会展中心不失为
一个纳凉和散步的好去处，自然会吸引
不少人前来光顾。对于一些爱唱戏和唱
歌的市民，在吹拉弹唱时，为了达到某
种效果，不自觉地使用音响扩音，难免
会影响他人工作和生活。

市民自娱自乐本没有错，但我们不
能只图自己痛快，不管他人，尤其在上
班时间，应当多为他人考虑一下，我们
的声音是不是大了点，会不会打扰别人

工作？
但愿这些人，真能像承诺的那样，

做到自律，不再使用音响扩音，自觉做
到“不扰邻”。同时，也希望市会展中
心广场物业管理人员能担起责来，对类
似噪声坚决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