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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领工资”背后必有“高人”
□郭文斌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分配制度，可有些人却

可以干着自己的私活，领着国家的俸禄。宝鸡市扶风县林业局有一名叫李新奇的

副站长，十多年不上班，不过单位里的工资却照发不误，长期在外做自己的生意，

三年前因为做生意违法，进了监狱。虽然人在监狱，不过领空饷的事一直没停。

（5月11日《西部网》）
“吃空饷”虽然危害甚大，但却是寻常现象，在以往甚是闹腾；虽然整治多回，

但却屡禁不止，让人烦恼。不过，以往“吃空饷”多还是“守法公民”，现在人都进

入了监狱，却照样“吃空饷”，可谓相当厉害，其背后如果说没有“保护伞”，没有

“高人”，恐怕很难让人相信。

根据我国相关规定，国家公务人员如触犯刑法，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应负

刑事责任，开除公职。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公

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同时也不再享有公务员的各项权利；不

享受退休金的福利。目前这位“干部”已经在关中监狱服刑将近两年时间了，可

仍然领着工资，让人哭笑不得。

“吃空饷”不是谁想吃就能够吃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能量，你想都别想“吃空

饷”；如果单位领导不同意，恐怕仅仅举报就够人受得了，况且期间还经过多次的

专项整治。从各地经验来看，专项整治均是来势凶猛，怎么这位“副站长”每次都

能够平安无事？究竟是这位“副站长”本事太高，还是历来专项整治的水平太低，

始终发现不了？其实，单位之中，谁在“吃空饷”，大家一清二楚，想必也不会无人

举报，毕竟这次曝光也是举报人举报的。可为何这么多年都平安无事呢？毫无疑

问，背后必定有“保护伞”。

“坐牢后仍领工资”，吃空饷也能够吃出“升级版”，这也实在是了得，如果不从中

挖掘出“真相”，不让其背后的“高人”站出来让公众“认识”一下，实在是一种“遗憾”。

“坐牢领工资”，对于这位“副站长”来说，或许是一种“本事”，可对于纳税人

来说，却是耻辱。究竟是哪位“高人”让我们蒙受这种耻辱，出来走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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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要远离热衷于烟熏
酒醉的校园“官油子”

聚餐、喝酒，已成为

不少大学生社交生活的

一部分。近日，一个面向

460 位大学生的调查显

示，三成受访者聚会频率

达每周两次以上，近四成

聚会社交的开销占生活

费比例超过30%，竟有人

1 个月有 20 多个饭局。

人民日报文章说：大学生

仍是时代的骄子，仍是走

在 时 代 风 尚 前 列 的 人

群。不用迷信“烟熏酒醉

才是友谊的润滑剂”，青

春有自己的打开方式：对

于热衷于此的校园“官油

子”，应该敬而远之；对于

这套游戏规则的浸染，可

以更多地说“不”。

英校长称
读《哈利·波特》《指环王》
可致脑损

读《哈利·波特》、

《饥饿游戏》和《指环王》

会导致儿童脑损伤吗？

一所英国私立学校的

校长对此做出肯定答复。

上周末，英格兰小

镇内尔斯沃思的安康学

校校长格雷姆·怀挺发

表了一篇很长的博文，

迅速在网上流传开。他

在文章中表示，那些流

行奇幻小说“会损害儿

童敏感的潜意识大脑，

而许多受影响的儿童都

可以纳入当前精神疾病

儿童患者数据中。”

83岁拾荒老人
捡4000元寻失主
钱不是咱的不能拿

10 日，西安 83 岁拾

荒老人史秉文在垃圾堆

捡到 4000 元钱，老人及

时把钱送到派出所，委

托民警寻失主。这些钱

对老人来说，或许是三

四个月的收入，但他说：

“ 钱 不 是 咱 的 ，俺 不 能

拿！”目前，警方正积极

查找失主。@人民日报

10岁少年
背残疾同学两年：
“别怕，以后我来背你”

10 岁张运昌，是江

西 会 昌 小 学 二 年 级 学

生，一年级时，看到下身

瘫痪的刘乙辰离开座位

时重重摔倒，“别怕，以

后我来背你！”两年来，

他背小刘完成所有在校

活动，即使摔倒也紧护

住背上的他。“背得动，

就背下去”。@人民日报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治理保健品“忽悠”病
得靠监管这味药

□谢晓刚

炮制 王恒/漫画

记 者 调 查 发 现, 近 年

来, 火 热 的 保 健 品 市 场 背

后,是大量保健品依靠炒作

概念、夸大宣传等占领市

场,成本和研发费用则只占

很小比例。（5月 11 日《新
快报》）

改革开放，令中国有

着巨大的发展和变化，特别

是近 10 年以来，随着我国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

保健养生意识的增强，越来

越多的人重视自身的健康，

使得保健食品行业成为了

我国一个巨大的产业。

按 照 国 家 规 定, 保 健

食品的科研经费应占其利润的 3%至 5%,但很多保健食品企业在科研上的投

入不及利润的 1%。保健品行业利润可达 100%至 200%,这已成为行业内部

公开的秘密。很多厂家自己不研发,而是采取买断经销权或外购产品的办

法经营保健品,导致各路厂家更加陷入炒作式营销大战。

保健品不是药，这应该成为民众共识。但是，受当下保健品推销中存

在的大量虚假宣传、夸大宣传影响，把本来都够不上保健品的东西吹嘘成

了“包治百病”的良药。特别是一些针对老年人开始免费的“健康讲座”不

断增多,实际上就是给老年人“洗脑”。保健品的营销策略也从“广而告之”,

升级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精准“忽悠”。

前些年被媒体曝光的螺旋藻片、深海鱼油软胶囊、天然维生素 E 等产

品，令人震惊。结果显示，60%以上的螺旋藻保健品中重金属铅含量超标，

70%以上的鱼油软胶囊含量远远低于批文含量，甚至功效成分未检出。

很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上市审批把关不严造成的，而是

源于生产过程和后期销售环节上出了问题。事实也再次证明事前的审批

代替不了事中、事后监管。

因此，监管部门对此不能漠视，应反思监管是否尽责。

看得出，保健品患上了“忽悠”病，最大症结不在鉴定难，而在于监管部

门愿不愿意鉴定、是不是认真监管。只要认真负责监管，祛除存在的“重审

批、轻监管”弊端，对于各种打着免费旗号的义诊、体检，超出保健品功效的

浮夸宣传等“忽悠”现象坚决予以打击，保健品市场还能不从“买者当心”向

“买者放心”转变吗？

广场舞大妈“钉树”
也是一种扰民
□汪昌莲

10 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福州五一广场里，不少

大树的树干上被人扎满钉子。记者走访发现，最惨的一

棵大树上，足足被钉了25个钉子，惨不忍睹。采访中，不

少市民心疼大树，担心这些钉子会影响树木生长，还可

能伤到游人，呼吁园林等部门介入，进行查处。（5月11
日《海峡都市报》）

跳广场舞裨益身心，已成为社区文体活动的主要形

式之一，这是不容置疑的，必须进行大力推广。问题是，

广场舞的兴起，不能以“毁绿”为代价。比如，一些广场舞

大妈，为了方便自己，在公园大树上钉钉子，这种行为虽

然称不上残忍，但至少是一种不文明行为。众所周知，爱

护树木，是每个公民的一项义务，跳广场舞，也应该文明

守法，不能任性“毁绿”。

从专业角度来看，树木最害怕的是外皮受到损伤，

树木所有的养分全都由树皮来提供。往树上钉钉子，会

破坏树皮，让害虫、细菌进入树内，致使树木生病。特别

是，一两颗钉子钉在树上，可能没有大碍，但每棵树都有

它的最大承载力，如果几十颗钉子钉进去，很可能导致

大树死亡。

从法律层面分析，不仅乱砍乱伐树木涉嫌犯罪，而

且在树木上乱钉乱刻乱画，也是一种违法行为。比如，

《福州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禁止

“钉拴刻画树木、攀折花木”等损害园林绿化的行为：违

反此规定，视其情节轻重予以警告或者处以一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同时责令其赔偿。对

照此规定，广场舞大妈给大树施“钉刑”，当在禁止之列，

有关部门应立即予以制止，并视情节进行处罚。

特别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广场舞大妈给大树施“钉

刑”，也是一种扰民行为，值得有关部门反思。每个市民

都应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善待身边的树木，发现不文

明行为及时制止、积极举报，让树木都能枝繁叶茂，我们

的生活环境才会更加美好。

“15.2%是小胖子”
是一个警讯
□钱夙伟

5 月 11 日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世界防治肥胖

日，很多人不知道肥胖亦是一种疾病，它正是世界卫生

组织确定的十大慢性疾病之一。根据厦门市疾控中心

2015年发布的厦门健康报告显示，厦门市居民肥胖者比

例为 9.3%，而中小学生肥胖检出率，更是达到了 15.2%！

（5月11日《海峡导报》）
“大腹便便”应是用来形容中年人的，现在中小学生

肥胖检出率居然超出了平均水平近6个百分比，实在让

人吃惊。

“小胖墩”是吃出来的，“有一种吃不饱叫爷爷奶奶觉得

你没吃饱”、“有一种饿叫奶奶姥姥觉得你饿”，而“嘴馋”本来

就是孩子的天性，主动加被动，不胖也难。

当然更因为缺乏锻炼。下课铃一响，孩子们都如离

弦的箭一样冲向操场，踢毽子、跳绳、扔沙包，上课铃响

才红着小脸、依依不舍地回到教室——这光景，曾点亮

多少人的童年回忆？如今，却恍若遥远的城南旧事。一

边是老师怕孩子出事，即使课外时间，孩子也被“圈养”

在教室里，一边是应试教育的压力，做作业也来不及，只

能压缩体育的时间。由于缺乏运动，现在中小学生面临

的不仅是肥胖症、高血压等，甚至连猝死都盯上了学生

群体。

体质是整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素质更是今

后人生的基础，重视体育，让孩子有强健的体魄，健全的

心理，始终应该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否则显然背离了

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严禁削减、挤占体育

课时间，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校园活动时间。如何落

到实处，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其中包括让“小胖子”减肥，需

要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