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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昊鸣

11月28日，河北张家口爆炸事故
造成23人死亡、22人受伤。近来，多
地生产安全事故密集多发，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生产安全底线一次
又一次被逾越。（据新华社）

从人的角度来说，临近年关，一些
一线生产人员在“过年”“休息”“放
假”的氛围下放松了安全意识，违规操
作机器、疲劳上阵工作，从而引燃生产
安全事故这个火药桶，最终酿成惨剧。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年关将至，不
少生产企业为了能够及时完成全年生产
进度，“重生产、轻安全”，过分强调产
量和经济效益，不顾生产客观规律，忽
视生产安全措施，抱着侥幸心理在年末

“冲一把”。殊不知，这种想法最终可能
带来的是生产安全事故，毁掉了企业一
年的辛苦，也毁掉了无数家庭的团圆
梦。

此外，一些地方的生产安全监管部
门主体责任逐级衰弱，监管职责层层弱
化；一些地方的生产安全监管部门沟通
协调配合不够，相互推诿，造成监管的

真空地带。
企业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过程可以

有张有弛，但坚守安全生产的红线意识
却要时刻紧绷。涉及生产安全，从来都
不是“走一走”“说一说”“看一看”就
能简单完成的。年末更需要从业员工严
格遵守安全生产程序，强化安全生产意
识，时刻将个人安全、企业发展和社会
保障置于工作重点；更需要地方政府和
监管部门加强监督执法力度，切实担负
起责任主体的义务。唯有如此，才能真
正将风险降至最低，让人民群众过好每
一个团圆之年。

必须坚守安全生产红线

“喘息服务”贵在责任担当

“杨霞”是营销套路的一个缩影

□史洪举

仅需几元钱的成本，制出假证卖出
几百元。居民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
专业英语等级证、驾驶证等各种证件应
有尽有，让人触目惊心，近日，湖南省娄
底市公安局查破一起依托互联网的假
证制售案件，缴获半成品、成品假证件
上百万件，一条跨安徽、浙江、上海、广
东、重庆、湖南等20余省份的假证件制
售产业链浮出水面。（详见本报昨日14
版）

毋庸置疑，使用假证件的危害程
度非常之大，既加大社会管理难度，
也会让无辜者背黑锅。如使用假冒的
身份证办理贷款、签订合同等事务
的，则可能让真正的责任人撇清关
系，让对方当事人难以找到责任承担
者，更会让被冒名者莫名其妙地背负
责任。而在大数据时代，治理制作、
贩卖、使用假证件乱象，不该再成为
难题。

这种乱象在扰乱管理秩序的同
时，也考验着有关部门对相关事务的
管理、协调能力。甚至可以说，制
售、使用假证现象，一定程度上与相
关部门的管理漏洞不无关系。譬如，
使用假的出生医学证明，多数用于办
理户籍档案，使用各种等级、资质证
书，则用于求职、晋升使用。假如相
关部门能够通过大数据系统及时共
享、调取其他单位掌握的相关信息，
假如用人单位能够通过互联网便捷地
查询到求职者的学历或其他资质，无
疑既方便了公众办事，又震慑了意图
使用假证件者，让假证件没有市场。

在没有大数据和互联网时，说治
理假证件有难度还情有可原，如今，
再让假证件如此泛滥，让制售假证行
为招摇过市，显然已经说不过去。具
体而言，势必尽快完善相关证书、证
件的管理、使用、查验、信息共享制
度。如以身份证号为基础建立多个部
门共享、互通的超级数据库，并提供
相关资质证书的便捷查询通道，同时
提高监管的精准度和穿透力。进而让
需要某个证件的管理部门能从制作该
证件的部门获取真实信息，让有需求
者可便捷地查询相关信息，并有效识
别冒用、编造等现象。进而最大限度
压缩使用假证件、制售假证件行为的
活动空间，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

“天下无假”。

□然 玉

日前，北京丰台区老龄办在全区贴
出公告，试点期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给长期照料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
成员每月放4天假，也就是所谓的“喘息
服务”，有需要服务的家庭即日起可到居
委会提出申请。“喘息服务”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养老机构短期托养照护，一种是
居家上门照料。（据《北京晨报》）

给久病床前的照护人放几天假，将
之称为“喘息服务”实在是再贴切不过。
全年无休、没日没夜地照顾失能、失智老
人，这个过程对精神和体力的消耗是很
大的，任凭是谁想必都会感觉“被压得喘
不过气来”。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
方式提供“喘息服务”，分摊了家庭成员
照料老人的负担。

在传统认知中，“照顾老人”素来被

视作家事、被看成是子女的任务。即便
有养老金制度，也是整体性、统筹性的。
北京等地逐步试水“喘息服务”，传递出
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政府职能部门

开始越来越多承担起“公共养老”的责
任。典型表现有二：其一，拿出真金白银
的专项财政配套资金予以支持；其二，开
始关注并介入具体的养老场景，抓住最
紧迫的痛点各个击破。诸如“病床前孝
子”休息休假的“小事”都要出台专门方
案研究解决，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显著进
步。

公共部门更多分担家庭养老重担，
这应该是大势所趋。尝试“喘息服务”，
只是一系列可行选项中的一个，能否复
制和推广还要取决于许多更具体的因
素，比如地方财政支付能力、区域市场养
老服务供给等。事实上，对于传统由家
庭内部解决的“养老”问题来说，政府可
以发力支持的切入口还有很多。以一系
列具体而微的努力，来推动养老责任的
共担、实现养老服务的共享，唯有如此，

“照护老人”才不至于成为子女的苦刑，
有尊严的养老才会成为可能。

□苑广阔

最近几个月，一个名叫“杨霞”的
女人可谓是火遍朋友圈。不少地方资讯
类自媒体都转发介绍了她的个人事迹，
并以《那个叫“杨霞”的女人，你在某
某地方火了！》为题进行宣传。文章
称，杨霞从小生活在大山里，后带着女
儿前往大城市打拼，在有了一番事业
后，有感于市场上所售蜂蜜质量不佳，
决定回乡卖土蜂蜜，“找回儿时纯真的
味道。”但不久，有不少网友反映说，
从“杨霞”处购买的蜂蜜质量不佳，并
质疑其身份的真实性。（据《北京青年
报》）

随着“杨霞”火爆朋友圈，她所代
言的所谓土蜂蜜也开始热销。然而，很
快就有网友发现，自己购买的蜂蜜既没
有生产日期，也没有生产厂家和产品质
量合格证明，属于典型的“三无产
品”，而且在蜂蜜的口感、质量上也差

强人意，完全不像朋友圈文案中说得那
么好。而随着媒体记者调查的深入，更
多的疑点被揭露出来，甚至连“杨霞”
是男是女，到底有没有这个人，都需要
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谎言终究会被揭穿，真相总会浮出
水面，而网红“杨霞”的背后，其实只

是众多互联网营销套路的一个缩影，一
个代表。只不过“杨霞”具有很强的典
型性，所以被网友和媒体注意到了，她
最后被揭开庐山真面目的速度，也就更
快一些而已。如果说以前的微商在营销
方面过于简单粗暴，所以很容易招致网
友反感的话，那么现在的网络营销套
路，却委婉了很多，也高明了很多。

当网络上这样的营销套路层出不
穷，网友们就应该多些理性与冷静，以
避免上当受骗。毕竟对于这些来路不明
的入口之物，损失钱财事小，危及健康
和生命事大。所以还是不要轻易被套
路，谨慎出手购买的好。而作为网络平
台和市场监管部门，则要加强对这种

“套路式营销”的监管力度。像“杨
霞”这种通过微信朋友圈大批量出售蜂
蜜产品，已经属于经营者，那么按照

《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
关规定，经营者应当确保其所售商品符
合《产品质量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的
规定、要求。

大数据时代
不该再有假证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