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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婚是为了买别墅，气死你！”
“我家二环有8套房，比你牛！”“我骂
你了，怎么了！”……这两天，一段“女
子自闹乌龙，自称家里 8 套房辱骂民
警”的视频冲上热搜。

据媒体报道，事发地点是北京交
管局东城支队雍和宫执法站。当日监
控视频显示，涉事女子雷某（化名）在
办事大厅处理违章业务，窗口民警递
给她两张单子，她忘了民警已将罚款
交费单给她，就返回找民警询问。民
警称办完手头这个处罚就给她查，可
雷某等不了，直接破口大骂，甚至威胁
民警“你下班给我等着”。

案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警务
督察总队会同交管局、东城分局立即
启动维权工作机制，对案件介入指导、
全程督办。雷某最终因阻碍执行职
务，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嚣张一时爽，事后泪两行”，这句
话，或许比较适合用来形容这个大闹
执法大厅的女子。她因胡搅蛮缠被行
拘，也是咎由自取。在网上，不少网友
就讽刺她“二环8套房，一心进班房”，
认为结局“引起舒适”。

从舆情看，雷某的那句“二环8套
房”，颇具舆论冲击力。可以说，她因
此有多嚣张，舆论声讨的声量就有多
高。

“二环 8 套房”若是属实，那资产
确实雄厚。雷某特地强调“假离婚买
别墅”“二环8套房”，大概是将这作为

其盛气凌人辱骂他人的资本——其言
外之意就是，“我家有钱，凭什么让我
等别人办完”。

“家底”托起的优越感，让她目中
无规则。她后来不听解释、又哭又闹，
霸占窗口，对周遭办事群众恶语相向，
不听丈夫所劝；此后还报警称被欺负，
接警人员到了后，先是抢先告状，后是
拔腿往外跑……这样将“闹字诀”演绎
到了极致，也跟自曝“家底”的豪横气
焰一脉相承。

但她这夹带着耍横色彩的“凡尔
赛”，注定用错了地方，最终也会撞到
规则的“铁壁”上——法不容狂，规则
面前，“二环8套房”并不高人一等。

现实中，像雷某这样“恃钱（权）而
骄”的人不是个例。从此前的“保时捷
女司机掌掴男司机反被扇”到此事，都
反映了某些人的“通吃”心理。在他
（她）们看来，倚仗钱权就可以绕开社
会规则，搞差别待遇。

但在法治社会，妄图凭着所谓身
份、家底架空公共规则，搞特殊耍特
权，注定行不通。到头来，法律给“保
时捷女司机”上的那一课，必然会给雷
某也安排上。

如今，雷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她
为自己的豪横付出了应有代价。这对
更多人也是一种警示：不要以豪横去
挑战法律与规则，管你几套房，都别太
嚣张。按规则办事，才是个体应有的
素养。 （来源：新京报）

近日，交通运输部召开会议，进一
步研究部署规范道路货运领域行政执
法、保障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等工作。会
议强调，坚决杜绝对货车司机乱罚款乱
收费、以罚代管，严格禁止粗暴执法、过
度执法、趋利执法、选择性执法等问题。

近段时间以来，发生在货运领域
和货车司机中的几起事件，引发社会
关注。交通运输部门的表态及相关部
署，回应了舆论，也给货车司机群体吃
下了定心丸。

会议重点强调执法层面的规范
性，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现实针对性
强。比如，最近引发关注的两起事件，

都与执法中的态度和细节有关。货车
司机对处罚有疑义，但执法人员对司
机权益和诉求缺少足够尊重，人性化
考虑不足，最终酿成了问题。

在个案背后，粗暴执法甚至以罚
代管的乱象，同样时有曝光。如会议
所言，这些已成为“长期困扰行业发展
的突出问题”，侵犯司机权益，不利于
行业健康发展。重申规范执法，正是
对类似执法乱象的及时纠偏。

2015 年，新华社曾刊发调查《车
轮之上的“苦与痛”》，提及对货车司机

“多头执法，雁过拔毛”的问题：不仅有
交警、路政、运管，还有高速公路管理、

城管、环保、工商、卫生、动物检疫等约
10 个部门执法。“不同地方和单位对
货车司机的违法违章处罚标准不统
一，让司机无所适从。”

公开资料显示，国内现有3000多
万货车司机，承担了中国货运总量的
四分之三。广大的货车司机常年奔波
在外，货运又是危险系数较高的行
业。如金德强事件显示的，一笔存在
争议的罚款，可能会成为压垮他们的
最后一根稻草。因此，规范行政执法
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当然，也要正视的是，现实中，一
些司机为了获利，超载超限运输，给交

通安全造成了重大隐患。对此，该处
罚就得果断处罚，依法依规严格执行。

强调规范执法，不是主张纵容违
规，而是要避免执法随意化。毕竟，执
法足够规范，司机才有守法的动力。
如果道路货运行业的运转缺少透明规
范的规则，执法过程缺少章法可言，那
么遭遇挤压的司机基于生存压力，自
然会采取一些违规手段将损失找补回
来，最终只会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禁止粗暴执法、过度执法、
趋利执法、选择性执法，是一种双向保
护。让执法权在阳光下运转，司机才
会对规则有充分的敬畏感，也才能有

效避免二者矛盾的激化。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还强调，

要切实做好货车司机等从业人员的投
诉受理。这同样切中痛点。成熟健全
的投诉机制，可以让货车司机在遭遇
执法不公时，有畅通的自我救济途径，
还能倒逼执法人员依法依规执法。

货运行业的健康发展，往大了说，
直接关系到国内物流大循环的畅通；
货车司机的生存处境，也是民生大
事。以规范化、人性化的执法，取代粗
暴执法、过度执法、趋利执法、选择性
执法，3000 多万货车司机，才能真正

“一路畅行”。 （来源：澎湃新闻）

消费者购买果蔬等农产品，对产
品的“颜值”较为关注，农产品分拣也
成为部分商家的“必选项”。新华社记
者梳理近期农产品热点事件发现，有
的加工户使用违规化学药品对农产品
进行“美颜”，让品质较为一般的农产
品卖相好、卖价高。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河北保定蠡
县等地在加工山药时使用次氯酸钠进
行漂白，原本黄褐色的山药，经过漂白
后白嫩如藕节，品相更好，卖价也更
高。次氯酸钠是 84 消毒液的主要成
分，对人体具有腐蚀性和致敏性，用这
样的消毒剂来漂白山药，对身体健康
不利。

时下这个看脸时代，农产品也开

始注重“颜值”，外表光鲜、颜色亮丽的
高颜值果蔬可以进入大型商超，高价
销售；品相较差的只能流向菜市场，低
价处理。在利益的驱使下，个别农产
品加工出现变味的“求长相”趋势，甚
至不惜牺牲品质和安全。一些商户违
规使用化学药品对果蔬产品进行“美
颜”，让那些原本品相一般的农产品也
变得好看，卖个好价。

在谴责商家见利忘义的同时，消
费者也应进行反思。诚然，“爱美之
心，人皆有之”，消费者在购买果蔬时，
也容易被外观漂亮的产品吸引。不
过，说到底，瓜果蔬菜是用来吃的，不
是用来看的，好的品相可以锦上添花，
好的品质才是立身之本。盲目注重品

相而忽视品质，无异于舍本逐末。广
大消费者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别拿
选美的眼光去逛菜市场，歪瓜裂枣未
必就不好。

许多农产品过度美颜，恰恰源于
对不合理消费观的曲意迎合，进而逐
渐跑偏。比如，前些年流行一种观
点，认为“红心鸡蛋比黄心鸡蛋好，红
心代表着土鸡蛋，营养价值高些”。
有的养殖户就使用了一种叫做斑蝥
黄的饲料添加剂，让蛋黄颜色更红更
亮。再比如，听说小白嘴山药好，一
些消费者就对白山药情有独钟，“不
白人家不要，越白的越受欢迎”。于
是，一些收购商大量采购低价品种的
山药，经过漂白当成小白嘴山药卖。

就连真正的小白嘴山药，也要漂得更
白一些再卖。

过度注重品相，往往容易陷入消
费误区。据专家介绍，红心蛋和普通
鸡蛋的差异只是微少的黄色素，营养
价值并没有区别。山药也不是越白越
好，小白嘴山药只是相比于其他品种
山药来说稍显白亮，整体仍呈浅黄
色。有关方面和媒体应加大科普力
度，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农产品，树立
正确的消费观。当市场需求归于理
性，商家也就失去了盲目美颜农产品
的动力。

此外，有关部门要加强执法，严格
把关，杜绝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

《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经营致病性

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
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
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
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将面临
没收违法所得和食品，并处罚款、吊销
许可证等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广州海珠法院近期审
结加料浸泡为蔬果“美容”的刑事案件
29 件，36 名被告人均判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有的还被判令按查明销售
金额10倍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只有让“伸手必被捉”成为铁律，
让失信商家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倒
逼其珍惜羽毛，诚信经营，筑牢食品安
全底线。

（来源：北京青年报）

■张涛

农产品不能为了“品相”丢了“品质”

■匿名

规范执法，为了3000万货车司机

■丁慧

法律面前，“二环8套房”
并不高人一等

一段时间以来，“傍名牌”“蹭热点”“不用先囤”等恶
意商标注册行为时有发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引发广
泛关注。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在4月25日举行的
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坚决反对并及时
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2018年至2020年，累计驳回
恶意抢注和囤积商标注册申请超过15万件。

新华社发徐骏 作

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