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护不力被判同责
警示所有家长

□刘天放

热点冷评

近日，重庆一名两岁多的幼童因为家长疏于

看护，被一辆车撞伤。民警查看肇事车的行车记

录仪视频，发现双方描述属实。幸好孩子只是擦

伤，并无大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民警认定李先生与幼童监护人均应承担相应事

故责任。最终，家长与肇事司机一起承担事故

的同等责任。（12月11日央视新闻）

李先生驾车撞人，是因为道路上突然出现

了一个小孩子，事故突如其来，就算再小心也

很难躲过去。李先生驾车撞人肯定要承担责

任。但作为监护人，唐先生也有过失。正像民

警所言，监护人在此次事故中未尽到监护义

务，导致自己孩子在道路上加速横穿，应当承

担事故的部分责任，而轿车驾驶员忽视观察，

也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另一原因，所以此次事故

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事实上，近年来由于家长“马虎”导致未成

年人受到伤害的案例并不罕见。女童因家长疏

忽不慎掉入高约1.5米站台的间隙内；女童跟着

家长横穿马路，但家长不知道的是，孩子突然折

返，被疾驰而来的汽车撞飞；男童悄悄溜下车，

全然不知的父亲开了360公里，直到服务区后才

发现儿子不在车上；以为是撞了“布娃娃”，事后

还去了KTV，而孩子早已被活活拖死……

平时，不少家长都对孩子百般呵护，可就

是对孩子的安全问题不加以重视。如果由于

家长的疏忽，总使孩子处于人身危险中，这样

的父母显然“不合格”。而且，不少父母把孩子

当作“私产”，却对父母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浑然不知，就算知道也熟视无睹。每个人都有

生育权，但生孩子相对容易，而抚养孩子却更

艰难。生孩子不需要理由，但抚养孩子却需要

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可见，监护不力被判同责警示所有家长。对

孩子安全的忽视，既是对家庭的伤害，也是对国

家的不负责。就孩子的安全来说，家长对孩子监

护不力也称“猛于虎”，绝不能以“马虎”为由忽视

孩子的安全。希望所有家长能引以为戒。

号贩子“魔高一尺”
尚须监管“道高一丈”

□ 张西流

02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
2019年12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吴承江 组版李 静 校对陈文彪星眼

非常道

微声音

轻度饮酒也增加患癌风险
饮酒者食道癌风险增4倍

12 月 9 日，一项由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共同进行的研究显示，即使少

量饮酒也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食道癌、喉癌

等风险均上升，总计高 18％。临床数据包含

2005 年至 2016 年，63232 名癌症患者和同数量

健康对照者。 @梨视频

中国每100户家庭有33辆车！
还房贷或致汽车消费下降

中国社科院 2020 年《经济蓝皮书》发布，国

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表示，现在中

国每一百户家庭有 33 辆汽车，城镇居民的家庭

汽车保留量是 40%，农村大概是 24%。在汽车

消费上，中间收入阶层的居民由于大量的钱用

在还房贷而顾不上车，造成汽车消费的下降。

2019 年是汽车行业接受“大考”的一年。寒冬

里的车企在经历这新一轮的整合，无论是传统

车企还是新造车势力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央视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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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昌莲

推进“辣条”行业发展
关键是拧紧监管链条

时事乱炖

普 通 挂

号者还在“百

米 跨 栏 ”时 ，

“梁先生”已经

抵达终点。“梁

先生”是北京

一名号贩子的

微信ID，很多北京大医院的重点

科室，他都有办法挂上号。近日

记者了解到，“梁先生”实名梁

玉，他开发的抢号软件，可以避

开“京医通”平台设置的层层验

证，直接连接到医院的放号端

口，从源头截住号源。号贩子的“地

盘”移至网络空间，升级成为 2.0

版。（12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事实上，并不是号贩子有多么

神通广大，而是其利用了一种名曰

“抢号神器”的软件，可同时抢到多

家医院、多个科室、多天、多位专家

的门诊号。殊不知，医院开通预约

挂号网络平台，目的还是为了拓宽

挂号渠道，扭转“一号难求”困局。

然而，从北京、广州一些医院的运

行情况来看，效果显然差强人意。

号贩子趁虚而入，利用抢号软件囤

号高价倒卖，让普通患者网上挂号

变得难上加难。当预约挂号“趋害

避利”时，显然已经背离了便民利

民的初衷。

对 于 号 贩 子 利 用 抢 号 软 件

“秒杀”门诊号，进行高价倒卖，公

安部门应予以打击，但医疗部门

也不能置身事外。要知道，公安

部 门 打 击 的 是 号 贩 子 的 倒 号 行

为，而不是抢号行为。既然抢号

软件弊大利小，又给号贩子提供

了生存土壤，直接影响了门诊号

的公正性，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

序，损害了大多数患者的利益，那

么，医疗部门就必须对抢号软件

进行全面封杀，像公安部门严打

号贩子一样，围剿抢号软件。

换言之，号贩子“魔高一尺”，

尚须监管“道高一丈”。首先，对于

网络号贩子，不能停留于“头痛医

头”式的被动防范，在围剿抢号软

件的同时，医疗部门应主动取得信

息部门及网络运营商的支持，采取

技术措施，给预约挂号网络平台建

立应对抢号软件的“防火墙”，提高

安全系数，铲除号贩子的生存土

壤。同时，提高预约挂号网络平台

的运行效率，有效规避瘫痪、卡壳、

无法登录等异常现象，使网络挂号

系统真正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

患者在预约挂号就诊时，应保持理

性态度，不要依赖号贩子，不能执

着于专家号。

10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文明确

对“辣条”类食品统一按照“方便食

品(调味面制品)”生产许可类别进

行管理，凡与此不一致的，应当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调整到位。生

产企业要按照相关规定使用食品

添加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12 月 11 日中国新

闻网）

辣条曾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

零食”。这种袋装小食品看似不起

眼，却出现在几乎所有超市、小卖

部的货架上，在网上也卖得十分火

爆，甚至开始走向国际市场。然

而，长期以来，伴随着“不健康”“不

卫生”的质疑，辣条产业在各地野

蛮生长。此前据媒体报道，两年内

131家辣条企业被通报，195个批次

不合格。以至于甘肃等地先后出

台规定，所有校园及周边 200 米范

围内禁止销售辣条。

特别是今年3月23日，众多食

品领域专家学者齐聚湖南平江，参

加由湖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湖

南省食品行业联合会主办的“辣条

科普大讲堂”，探讨辣条行业发

展。当日，专家学者主要围绕消费

者普遍关注的“辣条是不是垃圾食

品”“今后还能不能放心吃辣条”等

问题，与消费者代表面对面交流。

有专家指出，辣条是面粉加水、加

盐、加糖挤压熟化出来，然后调味

而成的产品，是农产品加工的零

食。关于添加剂，只要按国家标准

添加，都不会对人身健康有影响，

所以不能说辣条是垃圾食品。

可见，推进辣条行业发展，关

键是拧紧监管链条。有道是“民以

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辣条产业

的民生属性，决定了食品安全不仅

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项重要的

“生命工程”。首先，各地应严格按

照辣条“国标”，让辣条产业产品，

可以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同时，

应对辣条小作坊进行专项治理，对

违法辣条黑作坊“零容忍”。特别

是，为保证辣条生产安全，有关部

门应加强对辣条企业的日常监管，

一旦发现有辣条企业在制售问题

辣条，应进行严厉查处，轻则停业

整顿，实施经济处罚；重则予以取

缔，并对企业法人进行法律制裁。

漏洞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