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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声音 非 常道

张一鸣：延迟满足感，
会让你有更高的目标

今日头条CEO张一鸣表示，绝大

多数的人生痛苦，都是因为我们太在

乎即时满足。一点付出，没有立马回

报，就会觉得痛苦。延迟满足感，会让

你有更高的目标，定更高的标准，也许

你前两年变化得慢，但 10 年后再看，

肯定会非常不一样。@新华网

近三成烟花爆竹质检不合格
这个春节不放炮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 2017 烟

花爆竹产品质量抽查合格率仅73%：①

引火线不合格。如引火线过短，引燃

时间不足2秒，无法到达安全距离。②

“假大空”，用隔板垫板增加体积。③

发射筒壁厚不达标，炸筒风险高。春

节不放鞭炮，安全环保！@央视新闻

放假必胖三斤肉？
专业建议：多吃鱼虾拒绝重口味

春节临近，你是否因每逢过节胖

三斤而忧伤呢？专家表示，鱼虾类脂

肪含量低，且含有较多不饱和脂肪酸，

“硬菜”优选鱼虾类。同时，应养成清

淡饮食习惯，推荐成人每天食盐不超

过 6 克；添加糖每天摄入最好在 25 克

以下。 @人民日报

保障年夜饭食品安全须依法“掌勺”

＞

▋张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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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与健康 财经安徽

时事 乱炖 热点 冷评

虽然离大年三十还

有近十天时间，但北京市

各大酒店、饭店的“年夜

饭之战”早已打响，进入

了年夜饭套餐的准备阶

段。丰台区食药监局目

前正在开展年夜饭巡查工作，对于辖区内

所有提供年夜饭的餐厅进行全覆盖式检

查，使企业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守法诚信经营，强化企业自律意识。（2月
5日《北京青年报》）

一顿象征团圆的年夜饭，既是春节的

主题，又是情感的磁场，更是每个人心底最

柔软的守望。对于忙碌了一年没有烹调技

艺而又热衷“食尚”的消费者来说，举家到

饭店吃一顿年夜饭，既能免除自己动手采

购食材和下厨做菜等诸多繁杂事务，又能

省时省心地真正体会到团圆的天伦之乐，

可谓一举两得。也正因如此，举家到饭店

吃年夜饭才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举家到饭

店吃年夜饭确实方便快捷，但由于监管的

不能及时到位，年夜饭“内容”缩水、食品

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也如影随形。民

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经营年夜饭的商

家应自觉强化自律，坚守守土有责的食品

安全底线。毕竟，无视食品安全的“一锤

子买卖”不仅难以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而

且还会自掘坟墓。实际上，对于期望分得

年夜饭巨大市场利润一杯羹的商家来说，

依法“掌勺”保障年夜饭的食品安全，既是

必备的基本商业伦理，又是应尽的法定义

务，须臾不得淡忘。

如果说商家的自律是保障年夜饭质

量安全的第一步，那么监管部门的严肃执

法则是让年夜饭依法“掌勺”的兜底保

障。监管部门必须秉承保障消费者“舌尖

安全”的执法理念，有针对性地创新监管

手段，对于无视年夜饭食品安全的不良商

家，坚持露头便打，始终让其得不偿失，倒

逼其恪守依法诚信经营的基本商业伦理。

当然，确保年夜饭的食品安全，消费

者也不能置身事外，在理性消费的同时，

也应选择有安全保障的年夜饭供应商，

并保留好相关的证据，以便在发生纠纷

时依法维权。只有这样，才能让年夜饭

飘香的菜肴，点缀出浓浓的亲情和欢声

笑语的团圆。

车检寄生“车虫”如何有效清除
▋汪昌莲

“有偿救援”
不该遭受无端指责

▋宋 潇

近日，据黄山风景区消息，该景区今年将启动有

偿救援，对违规逃票私自进入或不听劝阻擅自进入

未开发开放区域，陷入困顿或危险状态等情形求救

的游客或驴友，将由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承

担相应救援费用。（2月5日《安徽日报》）
其实，有偿搜救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目前的问题

是，舆论对此还包含着种种误解。比如，有人错把景区

的责任当作义务，认为救援属于公共服务，不该区分有

偿无偿。这样的观点，其实就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收

费只是一种惩戒手段，或者说是一种规则补充，目的是

希望游客可以按照景区规定合理游玩。既然游客选择

自行进山、冒险游玩，那么就必须要承担相应后果。而

政府或者景区对驴友们所提供的“应急救援”公共服

务，是建立在他们能够合理使用公共资源的基础上，面

对那些逃票和私自闯入的人员，就应该采用“有章可

循”和“后果自负”的方法，起到震慑作用。

更重要的是，面对越来越多盲目、任性的驴友违规

现象，有偿救援是大势所趋。首先，通过有偿的方式，

至少能够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让一些脑子发热的驴

友有一定的顾虑，让他们在注意到法律规定的同时能

意识到，违规探险也有支付费用的义务和丧失生命的

危险。其次，实行有偿救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警示非

法穿越者，通过收费制度，来提高驴友们的违规成本，

且在遭遇特殊情况时，也仍然会采用免费救援。

可以说，有偿救援的本质，正是将搜救工作的风

险和经济成本，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合理分摊，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进一步厘清公私关系，划分权

责，不让公共资源为个人的任性和违规买单。当然，

收费也应该坚持“参照成本、酌情收取”的原则，避免

救援走向“变相牟利、营利”的极端。

规则向来都是给愿意遵循规则的人而设，对于

那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就应该让其为

自己的任性买单。相比于讨论救援是否有偿，还不

如让更多人看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尽可

能地阻止游客违规旅游，而非事后救援。

为上路行驶

车辆安全性能把

关的车辆年检，成

为一些“车虫”牟

利的渠道。他们

声称“尾气不达

标”“发动机故障”

等情况也可顺利

拿到年检标志，借

此向车主收取数

百元至上千元不

等的代验车费用。深圳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副会长王朝武表示，放任“车

虫”代办的那些“问题车辆”上路，后果可能更严重。（2月5日《新京报》）
不可否认，近年来，车检制度饱受诟病，改革呼声渐高，不少网友

甚至呼吁取消机动车年检。究其原因，首先是当前车检服务不够便

利，导致“车检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如车检时间过于集中、检测项目

和地点过于分散、车检收费过高等，不仅让车辆年检耗时、费力的问题

凸显，也加重了车主的经济负担。特别是，车检也存在“潜规则”：找人

就容易过，不找人就费时又费力；交钱就没问题，不交钱就浑身是问

题，好车也可以检测出问题来。由此，也催生出了“车虫”群体，像蚂蟥

一样吸车主的“血”。特别是，每年有7000多万辆次车辆接受年检，收

费超百亿，成为利益输送的灰色链条，损害了车检制度的公信力。

然而，不能因为在执行机动车年检制度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

题，而否定车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事实上，这些年各地在车检上

所践行的简化程序与打破垄断，相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如实行

“6年内私家车免检”等。针对车检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能一刀切

式的“取消”，而应进行趋利避害式的“完善”，使其发挥出保安全和

便民利民的双重效益。

笔者以为，车检寄生“车虫”，需破除垄断“温床”。首先，政府

相关部门应真正简政放权，实行车检社会化，放开检测机构的经营

和服务，进行充分的市场竞争，或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年

检业务外包，政府部门负责做好监管工作。这样既有利于政府相

关部门减少管理成本，遏制利益冲动；又方便了车主，可以说是政

府、个人、企业多方共赢。同时，适当延长车检年限、放开年检时

间、简化检测程序、降低收费标准等，使车检成为车主的一种“本

能”，而不是“折腾”。

消灭安全隐患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