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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到付款”陷阱如何纾解？
□ 魏文彪

下水道吞噬儿童带来的反思
□ 程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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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商务部官员：
汽车在中国的快速普及已基本结束

日前，在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中国汽车产业

发展论坛”上。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副司长胡剑

萍介绍，2019年1～9月新车销量1837.1万辆，同

比下降10.3%。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汽车在中

国的快速普及已经基本结束，新车市场进入低

速增长的新常态。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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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夙伟“抱团养老”值得推广

时事乱炖

微声音

胖人更容易感到快乐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科学团队发现，胖人

在生活中更容易感到开心快乐。研究人员对英

国生物数据库中50万名37~73岁的男性和女性

生物数据进行扫描发现，此次研究结果与此前

公认的肥胖带来的健康危害相印证，包括易患

高血压和糖尿病等。不过也有一项新发现，胖

一点的人心理状态相较于瘦人而言更加稳定，

更容易感到开心快乐。具体来说，有身体质量

指数较高的遗传基因时，人们一般不太容易感

到紧张不安。 @生命时报

近 日 ，家 住 北

京市西城区的陈女

士收到韵达快递一

个“ 货 到 付 款 ”包

裹。陈女士没买，又

怕是孩子们买的，于

是向快递员付了 39

元钱签收包裹。晚上家人回来后，所

有人都说没买。陈女士打开后发现是

一条劣质皮带，“白给都不会要。”记者

调查发现，此类“货到付款”的投诉已

不是首次。（11月9日新华社）

陈女士发现遭遇诈骗后联系韵达

快递员，被告知已确认收货不能退货；

问及寄件人信息时，快递员表示寄件

人已隐藏信息，无从查询，商品费也已

转入寄件人账户。可以说，正是由于

部分快递企业收寄快件时未能严格执

行快递实名制，才给了部分实施诈骗

犯罪人员以可乘之机，导致“货到付

款”诈骗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而部分快递企业之所以不严格

执行快递实名制，很大程度上与其漠

视规定要求，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有

关。有些人寄快件时未带身份证或

不出示身份证，如果快递企业严格执

行规定，拒绝收寄相关快件，就可能

会流失部分客户。所以，部分快递企

业并不严格执行快递实名制规定，而

是寄件人带了身份证则查验、登记身

份信息，如果寄件人没有带身份证，

对快件照样收寄不误，以避免眼看到

手的业务又跑掉。

一些快递企业不严格执行快递

实名制，也与部分地方监管机构监

管不到位有关。监管机构固然没有

人 手 一 直 盯 着 快 递 企 业 执 行 实 名

制，但完全可以像有些地方实行的，

在快递企业门店安装摄像头进行监

管，如果发现快递企业不执行寄递

实名制，即对其予以重罚。由于罚

款数额远大于快递企业不执行实名

制所能获得的利益，快递企业自然

也就不会得不偿失地去规避快递实

名寄递制度规定了。

所以，一方面各个快递企业有必

要进一步提高法律意识，切实执行快

递实名寄递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各地

相关监管部门应当经由加大监管力

度、强化制度设计，真正将快递实名制

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如此才会有利于

有效遏制“货到付款”诈骗行为的发

生，令民众的权益获得切实的维护，免

遭违法人员不法侵犯。

11 月 9 日中午，湖北武汉光谷大道武汉传

媒学院附近一个施工工地，一名10岁左右小男

孩掉进下水道井坑。事发后，当地消防、公安

等部门立即展开救援。经过数小时救援，小孩

被打捞上来，但是已经死亡。据了解，这名小

孩差20天十岁，是家里的独子。目前事故原因

正在调查。（11月10日《新京报》）

毋庸讳言，无论是武汉还是其他地方，近年

来因井盖缺损引发的不少悲剧是刻骨铭心的，

而每每出现类似事件后，各地管理单位和有关

部门也都表示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措施。但存在

的缺憾是，包括各地窨井管理都属多头管理，效

率低下，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乏统一协调。

因此，强化窨井管理、维护城市安全绝不是

哪个部门“单打独斗”可以实现的，还需编织制

度安全网。有专家建议，应建立公共设施安全

勘查制度，提高监管效力。还有专家建议，可将

有关设施进行编号，分包给监督员，使每个设施

都有专人监管。还可效仿“绿色认养”，让一些

单位或个人对自家门前的公共设施“认养”监

护，发现问题及时通报。这些都不无道理。

保障城市公共设施安全，还可从技术上进

行人性化改进，在公共设施的设计和建设中，

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安全性和舒适方便性。事

实上，很多公共设施的安全隐患是完全可以通

过技术措施来解决的。例如，可在井盖下方设

置钢丝护栏，这样即使行人踩翻井盖，也不至

于坠落井下或伤亡。另外，有关部门应建立相

关安全管理措施，协调各单位和部门一起发

力，为城市窨井编织制度安全网。

公众的诉求，是我们工作努力的方向；责

任的虚置，无异于漠视生命。井盖伤人、害命

事件其实还是一个相关公共管理不到位、不完

善的问题。其实，管好窨井并非难事，关键是

要将管理责任真正落到实处，使每个环节都有

专管之人、每个人都有专管之责，建立健全良

好的长效管理机制，城市的安全才能没有漏

洞，隐患才能及时消除，我们的生活空间才能

安全无忧，井盖缺损这样的安全隐患才不会成

为公共安全之痛。

“现在有一种方式叫抱团养老，我

们也想约上老同事、老朋友，找个地方

尝试一下。”重庆市民文芃告诉记者，

在一次家庭会议上，他第一次从外公

的口中听到了“抱团养老”这个词。“外

公觉得，这种方式挺好，既不会让儿女

两头忙不过来，也能和志同道合的老

朋友住在一起，相互关怀，老有所

伴。”(11月10日《工人日报》)

要看到，于现在的大多数老人，

对“抱团养老”都是渴盼的。虽然依

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子女“常回

家看看”也是老人受法律保护的权

利，但子女忙于自己的工作，也有着

自己的生活，要让子女更多地陪伴在

身边，也确实勉为其难。“抱团养老”

让老人回归到“集体生活”，而且，同

是老人，有更多的共同话题、能找到

更多属于老年人的欢乐，更可以解除

孤独和寂寞。

“抱团养老”还有助于化解目前社

会养老的困局。截至 2018 年年底，我

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升至 2.49 亿，

占比17.9%，即每6个人中，就有1个是

老年人。到了 2050 年，其比例将占到

30%。而老人中，有近半数是空巢。

老人都要住进养老院，实现社会养老，

显然并不现实，而居家养老则又面临

护理人员的不足。固然，由于是“组织

新家庭”，“抱团养老”仍然是居家养老

的性质，但由于老人之间年龄、健康虽

各异却也可互补，因此让互相之间的

帮助照顾有了可能。应该说，于养老，

这既为子女，也给社会减轻了压力。

养老事业需要政府主导，“抱团养

老”固然是一种自愿的结合，但既然是

一种养老的模式，有关部门其实也可

以将“抱团养老”纳入养老事业的框架

之内，做好引导和促进的工作，比如给

予政策、服务、场所和设施等方面的支

持。尤其是随着智慧养老的推进，“抱

团养老”也可以借助“互联网+”，延伸

到有关部门的养老服务范围之内，让

“抱团养老”同样可以得到全方位、全

天候的照料和护理，这样的“抱团养

老”自然就更让人放心。显然，如何让

“抱团养老”更切实可行，有关方面也

应该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