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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占用公共资源的“僵尸车”付出代价
■ 潘铎印

非常道

实现平台经济更加规范
更有活力更高质量发展

无论什么阶段、什么业态，公平竞争

都是一个行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强

反垄断监管与做强做大平台经济并不矛

盾，更不会扼杀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基因，相

反，正是对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的有力保

护。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此次反垄断调查，是提升互联网企业公平

竞争意识和反垄断合规意识的契机，也是

开启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有序发展、健康发

展的机遇。 @人民网

微声音

手机不消毒，可能招来感冒

有人一到冬天就爱感冒，没有给手机消

毒可能是不觉中招惹病菌的坏习惯之一，疫

情期间更要注意。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微生物

学家研究发现，手机携带的细菌是马桶坐垫

的10倍，会大大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建议

每月用消毒湿巾或酒精棉球擦拭手机表面一

次，疫情期间更应频繁消毒。 @生命时报

近日，陕西西安药王洞道路上一辆

车被贴了不少催缴单，经核实，该车欠

费已2年多，共732笔累计55033元。车

主称车已报废，本打算当废铁卖一直没

空。西安市机动车停放服务中心巡查

人员表示，不管车是否报废，占了停车

位就要正常收费。（1月6日《新京报》）

让长期占用公共资源的“僵尸车”付

出代价。公共停车位不是报废车的“久留

之地”，“僵尸车”的存在，对公共资源是一

种挤占与浪费，尤其是达到报废标准的车

辆，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成为一种新型垃

圾，影响市容市貌，也影响环境卫生。对

此，管理部门头痛，市民也不待见。

解决“僵尸车”问题刻不容缓。西

安的这起５万元停车费给各方都提了

个醒，车主与职能部门都要对“僵尸车”

负起处置的责任，解决“僵尸车”的问

题，既要靠车主的主动处置，也要靠管

理部门的积极作为、主动作为，不可任

其一弃了之。有关部门应依法建立报

废车辆强制程序报废制度，建立车辆从

登记注册到报废的全链条服务，依据车

辆购买登记的资料，对所有在册车辆的

处理行为进行跟踪监管，及时处理停车

超时的报废车辆，依法科学处置报废车

辆。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等应严格车辆

进出管理制度，防范“僵尸车”的情况发

生，让公共停车位发挥其公共价值，让

其流动起来惠及车主、得到高效利用。

车主们要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自觉

处理好闲置车辆，不能为自己的一时便

利损害公共利益。

“僵尸车”问题背后蕴含是城市治理

的大智慧。我们的城市在日益发展，不

能让“僵尸车”成为影响城市文明进步的

阻碍。但目前有关“僵尸车”的治理仍存

在法律缺位和空白，这给整治行动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呼吁相关部门应尽快完

善法律法规，明确对“僵尸车”的界定，明

晰有关执法部门的处理职责，明确管理

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处罚细则，为合法处

置“僵尸车”提供有效支撑，从根本上整

治和解决“僵尸车”这一疑难问题。

星报传媒
全媒体矩阵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62

邮发代号25-50

别只是“带着口罩”却不“戴上口罩”
■ 郭元鹏

1 月 5 日，在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 控 工 作 新 闻 发 布 会

上，北京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监督

组办公室主任肖飒通报

了元旦期间该市疫情防

控工作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部分

市场、商超、“七小门店”等落实防控措施

不到位。有的测温验码执行不严格，有的

落实佩戴口罩、手套等防护措施不规范，

有的工作人员“带着口罩”却不“戴上口

罩”。（1月6日《北京日报》）

“戴口罩”变成“带口罩”，并不是北京

所特有的现象，而是成为了很多地方的一

个现象。“戴口罩”变“带口罩”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一些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在

“带口罩”。按照有关规定，凡是从事服务

行业的工作人员，比如超市，比如商场，比

如小门店，比如经营“进口食品”的人，都需

要“戴上口罩”，而这些群体有了侥幸心理，

只是“带着口罩”，“带着口罩”是为了应付

有关部门检查的，检查的来了，就把“带着

口罩”变成“戴上口罩”，检查人员一走，就

把“戴上口罩”变成“带着口罩”，将口罩取

下来放在口袋里。

其二，是出入公共场所的市民在“带口

罩”。按照规定，即便是疫情得到控制的时

候，出入超市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

也必须“戴上口罩”，因此，只有“戴上口罩”

才能进入这些区域。而一些市民则用“带

着口罩”应对“戴上口罩”的规定，进入大门

的时候，“亮一亮口罩”也就进去了，负责监

督的工作人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疫情是复杂的，需要知道的是，进入岁

首年末的时候，人员流动开始稠密，这给疫

情防控带来了新的考验。这个时候，需要

全体公众继续养成“出门戴口罩”的习惯，

这是为疫情防控贡献个人力量，何尝不是

为了自己好！

别用“带着口罩”糊弄“戴上口罩”，糊弄

的是别人更是自己。无论是管理部门还是

市井百姓，都要把“带口罩”变成“戴口罩”。

重点场所管理必须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别只是“带着口罩”却不“戴上口罩”。

谨防“中奖”变“中招”
■ 杨玉龙

时事乱炖

随着新年的到来，一些抽奖活动的确

让辛劳了一年的人们体验了一把“小幸

运”。然而，套路满满的“抽奖”也不少见，

尤其是网络抽奖借着年关甚嚣尘上。半年

免费骑行卡、百元名师课、千元代金券、600

万元保险额度……在网络平台上，各种抽

奖小程序和抽奖页面随处可见，“幸运女

神”时常降临，大额优惠券更是“百发百

中”。（1月5日《北京晚报》）

诚如媒体报道的现象，好运爆棚的背

后，实际上暗藏商家的营销套路甚至陷

阱。只要冲动点了“接受”就会发现：免费

骑行卡是押金换来的，报名免费名师课却

被电话推销骚扰，用千元代金券低价买进

的竟是残次商品，点进巨额保单却被强制

投了保……正所谓，“中奖”不成反“中招”。

面对“中奖”变“中招”现象，个人增强

防范意识是首要的。可以说，一些人之所

以会上当受骗，并不见得是骗术或套路有

多高明，很可能是因为受害者的贪欲所

致。于此，面对天上掉下的“馅饼”，须理

智、警惕，切莫“中招”。

对“中奖”套路应加大规制力度。据

悉，一些网络抽奖套路深且不易被发现，目

前立案查处的抽奖案件很少。而且不少人

因为受骗数额不大，维权麻烦，便自认倒

霉，这也就无形中纵容了网络抽奖乱象滋

生。所以，一方面受害者当积极维权，甚至

可向人民法院起诉；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

应持续发力，对此类行为强化规制，以净化

网络经营环境。

同时，平台和商家也应加强自律。应

该认识到，靠“中奖”忽悠套路消费者，终归

是不诚信的表现。尤其是，即便抽奖已成

商家进行销售推广的常用方式，但也应该

依法且诚信。比如，有些商家直接选择在

大平台上投放广告，而广告内容实际上就

是抽奖页面，这显然是对消费者的愚弄，这

不值得称道，更只会丑化商家形象。

当然，“中奖”套路的出现，也反映出电

子商务管理方面存在的短板。故此，市场

监管部门、网络监管部门等，也应积极作

为，让不法经营行为得到彻底治理，进而实

现“中奖”无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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