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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聚焦
人民日报：
要调心态，更要在状态

一段时间以来，作风建设清风
劲吹。一些人没了工作劲头，松松
垮垮、拖拖沓沓、不思作为。老百
姓说，“脸好看了，事不办了”。从
国家角度看，培养一名领导干部，
其花费比培养一名飞行员还多。
为官不为，如何对得起组织的栽
培、人民的信任？

人民日报：
从两件小事看玉林口水仗

公共事务是众人之事，众口向
来难调。而文明的解决方案，决不
是从自己的价值偏好出发，你标榜

“爱心”“文明”，他自居“权益”“人
权”，彼此妖魔化，互相黑对方。不
要调门那么高，不要绑架道德说
事，而是彼此有商量，找共识，避免
自我观点的神圣化。对相反意见，
要有一份温存；对生态多样性的尊
重，才是真正的文明行为。

环球时报：
增加社会承受力也是稳定之本

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有很大
一部分来自国家和民众承受力不
断增大的贡献。中国社会的见识
越来越多，社会的理性逐渐形成。
我们看到了世界全貌，看到了很多
幻灭和悲剧，中国社会政治自信的
成长和修补能力，逐渐超过外部力
量对它的各种损害。

申遗成功后更应“合作性保护”
■毛建国

前功尽“弃” 2000年6月，北京、广州、厦门等全国八座城市被建设部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试点城
市。14年后的今天，试点还在“试点”，垃圾依然“分不清”。

而今，垃圾分类话题又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时之间，关于“垃圾分不清，问题出在哪儿”的讨论四起，不少
人将主要原因归为“居民分类观念淡薄”、“民众素养尚未形成”等。 ■新华社 蒋跃新

从“终身禁入”开始重建食品监管能力

广西隆林县德峨镇 14 岁男孩
杨六斤，6 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
嫁，4年前爷爷奶奶相续去世，他独
自生活。深圳康桥书院将他接到
深圳去照料，准备资助他在该校读
书，他目前已收到数额巨大的捐
款。尽管他哭喊“我不想回去，我
喜欢这里”，仍然被亲戚和镇干部
带回广西。（《成都商报》6月25日）

杨六斤无权选择自己喜欢的
新环境继续生活，康桥书院无权挽
留刚看到生活曙光的杨六斤，这一
令人郁闷的结局源自当前未成年
人监护权制度的漏洞。

杨六斤的堂哥和镇政府干部
声称，他改嫁的母亲已多年没管过
他，联系他最多的就是堂哥了，所
以，堂哥作为“实际监护人”有权替
孩子“做主”。但在我看来，这所谓
的监护权不像是对六斤的监管和
爱护，更像是成人对孩子的统治和
支配。作为法定监护人，杨六斤改
嫁的生母也必须依法履行对孩子
的责任，其多年来不管不问，已涉
嫌遗弃罪，应依法追究，也可以依
法剥夺其监护权。作为最近的亲
属，堂哥能够偶尔接济和照顾杨六
斤固然令人欣慰，然而，这种偶尔
的“接济”不足以担当起监护的职
责，也没有法律上的程序来赋予其
监护人的身份。可以说，杨六斤被
迫离开深圳的痛心一幕，是在向社
会和法律界人士哭诉。

这不仅是杨六斤一个孩子面
对的痛苦。虽然1986年出台的《民
法通则》和 2006 年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都对未成年人监护权
的撤销转移做了明确规定，但至今
仍无实际操作的先例出现，被舆论
称为“僵尸”法条。

杨六斤遭遇的困境直观地展
示了这个领域的法制漏洞，法定监
护人不履行监护义务，有资格、有
机会进行实际监护的亲属或无心
或无力，监护权又无法顺畅地转移
给有爱心、有能力的热心人和组
织，最终造就了不少孩子落入没人
照管的困苦境界。

据媒体报导，民政部副部长窦
玉沛近日表示，多个试点未成年人
保护的地区，将开展监护失当未成
年人监护权转移个案实践工作。
建议有关部门把杨六斤当做“破
冰”案例，探索出监护权有序转移
的可行模式。如何监督惩处失职
的法定监护人？如何提出撤销转
移未成年人监护权诉讼？如何遴
选出能确保孩子权益最大化的合
格监护人？如何严格监管重新选
定的监护人？（来源：中国青年报）

考生信息泄露
不能再无果而终

不能让一个孩子
失去监护

全国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
格认证考试在即，许多考生反映自
己每天都要遭遇好几轮“考试包
过”的骚扰信息和电话轰炸,真是不
堪其扰。银行业资格考试、职称英
语考试、司法考试……近段时期，
考生信息泄露案件多次发生。一
些考生甚至反映“年年报考年年泄
露”。考生信息泄露俨然成了个人
信息保护领域的重灾区。然而，与
考生信息泄露不断见诸媒体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相关案件只见报
案、调查，少见查处、惩戒和结果公
布。这不仅使考生及社会各界疑
窦丛生，也使这些全国性考试的组
织者形象二次蒙羞。

治理考生信息泄露并非无法
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我国在保护
个人信息方面相继出台相关司法
解释以及《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
信息保护规定》等法令规章。特别
是一些全国性考试的相关信息还
涉及《保密法》管理范畴。

不管考生信息泄露是家有“内
鬼”所致，还是遭受黑客攻击，考试
主办方和办案机关都应下大力气
揭开真相，挖出灰色利益链。

严肃的国家考试制度不容铜
臭玷污，痛击考生信息泄露，依法
严惩害群之马必不可少，举一反三
加强预防、斩断灰色利益链更为重
要。考试主办方的内控机制不健
全，必然造就“内鬼”滋生的温床。

在依法查处、惩戒泄露“元凶”
同时，也应高悬问责之剑，严肃追
究失职、渎职考试主办方的法律责
任，督促各类考试主办方心存敬
畏，杜绝牟利之念。在这次全国银
行业专业人员资格考试的考生信
息泄露中，中国银行业协会承诺

“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论”。
人们拭目以待。 （来源：新华社）

6月22日下午，在卡塔尔多哈召
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大
运河项目通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
会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加上
随后入选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世界遗
产总数已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
二。（《扬州日报》6月23日）

在2000多年的时空里，大运河默
默滋润着沿线城市，直至今天仍发挥
着重要作用。如果说绵延万里的长
城是中华民族挺拔不屈的脊梁，那么
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则是民族川流不
息的血脉。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众望
所归的大喜事。

但是，申遗不是目的。在所流经

的2000多年岁月里，沿线城市虽然一
直感恩着大运河，但不可否认的是，
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存也遭到了一
定破坏。特别是随着运河时代向江
海时代、空港时代变迁、大运河重要
性的下降，大运河沿线文化遗存的破
坏着实让人痛心。大运河申遗已整
整历时八年。这八年来，得益于大运
河申遗，大运河沿线文物的抢救以及
大运河地位的上升，都达到了一个新
高度。这正是大运河申遗的意义所
在，也是大运河申遗能够成功的一个
重要原因。

就保护而言，申遗成功是一个逗
号，而不是句号，申遗成功应成为大
运河保护的一个新起点。在大运河
申遗成功之前，中国世界遗产的数量
已经非常可观，揆诸过去，这些已申
报成功的世界遗产，是否都得到了足
够好的保护？早在2002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对我国14处1994年前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项目
进行了监测，发现它们多数都在保护
与利用方面存在某些问题。比如，敦
煌莫高窟壁画的脱落、泰山周围环境
的不和谐、孔府及孔庙和孔林的被
淹事件等，都曾引起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武陵源、九寨沟等自然遗产项
目，也因游客过多而面临被破坏的
危险；秦兵马俑及秦始皇陵，更是一
度有摘牌之虞。这一切都在提醒我
们，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延续丝毫不比
申遗轻松。

大运河申遗更有其特殊性。过
去的世界遗产，都只有一个点，如黄
山只涉及安徽，而大运河涉及8省市
35 个城市。在申遗中，各地由于共
同利益而走到了一起，现在申遗成
功了，功劳和荣誉都是大家的，利用
与保护也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如何更好地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呢？其中，任何一家在认识上出现
偏差，在行动上出现问题，受损的都
是整条大运河。在申遗中，国家层
面明确了扬州为牵头城市，相关城
市成立了相关组织。申遗成功后很
可能出现各自为阵的情形，这是不
能不考虑的。

申遗成功意味着责任更大，大运
河保护的更大挑战还在申遗后。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曾表示，“申
遗工作的完成，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
第一步，更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申
遗的成功意味着责任的加大，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针对大运河的特点，
如何更好地推进“合作性保护”，是否
应该成立更高层次的保护机构，以便
协调沿线城市更好地保护，这些都是
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颁布实施5年之后，食品安全
法首次进入法律修订程序。据悉，
修订的目的是想探索和建立健全符
合我国国情、科学完善的“餐桌污染
治理体系”。6月23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首次审议食品安全法修订草
案，草案对违法经营者加大处罚力
度的同时，对情节严重的除保留吊
销许可证，增加了行政拘留和追究
刑责，对食品安全犯罪增加了终身
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规
定。（6月23日新华社报道）

修订现有法律，通常是因为现
实已急剧变化，食品安全法也面临
这个问题。尽管食品安全法颁布实
施不过刚刚五年，但它面对的是一
个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一方面，
食品安全问题如今愈加引发社会重
视，但不安全食品生产的方式与手
段也更加呈现出隐蔽性和复杂性；
另一方面，新的食品消费形态也在
出现，食品安全法修订势在必行。

一个越来越焦灼的食品安全环
境，必然需要一部严厉的食品安全
法。观察迄今为止呈现出来的食品
安全法修订草案内容，它或多或少
地契合了类似的现实监管诉求。

无论是草案要求加大对违法经
营者的处罚力度，对情节严重的除
保留吊销许可证，增加了行政拘留
和追究刑责，还是将“间接损失”纳

入赔偿范围。它们莫不都指向于
此。但其中最值得关注与放大的
是，草案提出，食品安全犯罪终身
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终身禁止准入者”不仅包括违法
生产经营者，还包括出具虚假检验
报告受到开除处分的食品检验机构
人员。

如何看待可能出现在食品安全
法中的“终身禁入”规定？虽然听起
来还稍稍不适应，但其所释放出来
的高违法成本意味不言而喻。从人
性来说，“个体经济人”的道德往往
是靠不住的，这早被迄今为止仍不
轻松的食品安全监管形势所验证。
正因为如此，提高食品安全违法的
成本就刻不容缓。“终身禁入”就是
将食品生产者和监管者都置于违法
的高风险中，这也是与国际经验和
地方举措接轨。在此前，譬如《北京
市食品安全条例》就明确提出，对单
位被吊销许可证负有责任的主要负
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5年内不得从
事食品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

关于食品安全监管，我们习惯
性谈论的是分段治理的弊端，九龙
治水式的推诿，以及监管虚置让食
品安全治理陷入困境。在这些论调
之下，食品安全治理似乎进入了一
个几乎不可逆转的泥沼。在食药监
总局成立之后，分段治理的弊端或

会有所改观，但监管能力的建设依
旧面临一系列的考验。

食品安全的监管能力如何提
高？这样的话题虽然看似宏大，却
绕不过让监管者承担与权力大小相
对应的法定责任。对于出具虚假检
验报告受到开除处分的食品检验机
构人员，要求其终身禁入食品管理
行业。即便这只是新闻粗线条报告
透露出的信息，也具有“法定责任赋
加”的意义。

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我们说
过太多的狠话，但真正严厉的制度
安排与执行却乏善可陈。事实上，
一千句狠话比不上一个“终身禁
入”。期待“终身禁入”规定最终写
入食品安全法修订案中。

当然，依然需要指出，就新闻所
呈现的内容而言，“终身禁入”的前
提仍然严苛，可执行的空间有限。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肯定
的方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
通知》中指出，2014 年食品安全重
点工作包括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夯
实监管工作基础——“终身禁入”
无疑就是监管工作基础的一种。
现如今，食品安全问题依旧揪心，
有关部门不妨从“终身禁入”开始，
重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