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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国家邮政局：
双十一期间快递企业不能随意罚款

近日，国家邮政局制定《2019 年快递业务

旺季服务保障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双 11”

期间行业日最高处理量和业务总量将再创历

史新高，行业要保持联动实现“两不”（全网不

瘫痪、重要节点不爆仓）。方案要求持续开展

快递末端服务违规收费清理整顿工作，切实做

到“四个不能随意”，即不能随意罚款，不能随

意下调派费，不能随意乱下指标，不能随意扣

延结算费用。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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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夙伟

预防低龄犯罪 需要立法规范更需要管教着力

时事乱炖

微声音

交通运输部：
地铁内使用电子产品不许外放

近日，交通运输部官网发布《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对使用电子设备时

外放声音、在列车内进食(婴儿、病人除外);随地

吐痰、便溺、乱吐口香糖，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

物，躺卧或踩踏座席等7类约束性行为。

@生命时报

所谓“内行看东西，外行

看证书”，就一般顾客而言，

能一眼看出宝石真假的人仍

是少数，我们能信任的主要

还是珠宝鉴定证书。但是，

奸商们造假宝石也就算了，

连证书也不放过。记者调查

发现，在最大国内珠宝集散

地——“中国珠宝第一村”水

贝，一张看似严谨权威的珠

宝鉴定证书，没有经过任何

检 测 就 盖 着 钢 印 出 世 了 。

（10月27日《新京报》）

据了解，一份真实有效的鉴定证

书，检测费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而

一张虚假鉴定证书的成本仅需几分

钱，对外批发价格不到五块钱。如果

说没有资质的机构造假，人们至少不

会太吃惊，真正让人吃惊的是，有资质

的机构也造假。中商珠宝首饰检测中

心和中首协珠宝玉石鉴定中心都是获

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依法授

权的质检机构，但记者只提供了宝石

照片，两个机构即可出证书。结果就

是这些虚假证书最终流向国内各旅游

景点或小型珠宝专柜，让大量假珠宝

摇身一变，有了“真身份”，由此造成大

量旅游购物纠纷，坑害了游客，消耗了

政府公共服务资源，破坏了旅游市场

秩序。这样的市场乱象急需从两方面

治理。

一是要靠法律治理。不妨参照处

罚文物鉴定证书造假的办法，对珠宝

鉴定造假实行法律惩处。2013 年，湖

南出台全国第一部艺术品交易地方规

定，要求艺术品交易资料保留 10 年以

上，鉴定机构对结论承担法律责任。

而国外的经验更可借鉴。在成熟的国

外艺术品收藏市场，一旦你购买的艺

术品被权威机构鉴定为假，或者鉴定

机构做出了假的鉴定证书，那购买者

会得到全额赔偿，鉴定人员也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目前当务之

急，至少可以在诚信体系治理上先行

对珠宝鉴定造假开刀。

二是要靠技术治理。鉴定机构过

多过杂、各自为政同样为假证的入侵

创造了机会。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就是实现鉴定证书编号的全国统一编

排和统一查询。这样就能压缩虚假鉴

定的生存空间，让造假无处遁逃。

如何对待低龄犯罪，即未达到刑

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

犯罪？26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修订草案时，这一问题引起多

名与会人员的关注，至少 11 名委员建

议应当对14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作出

法律规范，有人认为应当引入强制教

育制度，有人建言应修改刑事责任年

龄，还有人认为，可以追究家长的法律

责任。（10月27日《新京报》）

分析近年来未成年人的犯罪轨

迹，不难发现，根本原因是教育的缺

失。这些孩子其中不少有着单亲离异

家庭的背景，自幼缺少亲情滋润，得不

到家庭的管教，而因此或逃课或失学

辍学，受不良网络信息、淫秽色情书

刊、“黄赌毒”等影响不可避免，不少孩

子或在校园霸凌同学，或在街头横行

霸道，而在偷盗、抢劫、打斗中必然使

人性之恶不受任何的约束而极度膨

胀，最终发展到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

自私、凶狠、残忍。

显然，孩子的无法无天，家长作为

监护人，不仅难辞其咎，更应受到法律

的追究，正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才让孩子滑向犯罪。而学校让这些本

应在接受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失之管

教，甚至长期不闻不问；从社区到有关

部门，本来应该清楚这些孩子的状况，

却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都加速

了这些孩子的下滑。而全社会对那些

诱发滋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因素熟视

无睹，不少大人甚至本身成为这种因

素，更是导致孩子堕落的直接原因。

对此亡羊补牢，作出法律规范势

在必行，但这并不是治本之策，更需要

的是从教育这个根本上着力。预防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思想道德建设是第

一道保障线。当务之急，是负有不可

推卸的帮助、关心、教育责任的大人们

切实负起自己的责任，让所有的孩子

都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同时，真正消除

各种诱发滋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因

素，建设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长效机制，

让孩子们生活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之

中。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这些残忍的

孩子，也才能防止孩子变得残忍。

“金九银十”装修季，占据了天时却未必能

享受到人和。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

该院近5年来审理的涉家庭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案件进行调研发现，相关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

趋势，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装修质量、装修工

期、装修资质、设计变更以及后续保修等方

面。当双方产生纠纷时，作为法院裁判重要依

据的合同，却常常因签订时的“缺陷”给消费者

带来诸多困扰。（10月27日《法制日报》）

通常情况下，不法装修商会利用消费者的

草率玩三种小伎俩。第一种是“包工包料”，就

是在合同中只写包工包料的名头，却不写名

细，到实际施工时以次充好。

第二种是“验收标准与违约金”，就是装修

商在合同中根本不提验收标准与违约金。事

实上，在住建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中明确规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最低保

修期限为两年，有防水要求的厨房、卫生间和

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5 年。可是，如果合同中没

有验收标准与违约金这一项，一旦到后期因为

装修不达标产生纠纷，消费者则需对自己受到

的相关损失进行举证，这对消费者的举证能力

有很高要求，维权十分困难。

第三种是“包工头”，就是有些包工头利用

不少消费者怕麻烦、想省钱的心理，诱导消费

者在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直接将装修项目交

由自己施工。表面上看，直接找包工头方便很

多，其实却隐患重重。由于此类装修多为口头

约定，根本就没有书面合同，不仅装修质量无

法保证，后期维权也存在诸多困难。

对于消费者来说，不管基于什么原因，都

应正确签订合同，不给投机取巧的装修商可乘

之机。首先，无论是何种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都要写清楚，明确装修商所提供的具体商品和

服务有哪些；其次，合同中一定要拟好验收标

准与违约金条款，一旦商家违约，消费者可以

直接要求对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标准“赔钱”，无

需再自己举证；最后，千万不能想当然求简单

找什么包工头，未签订合同的施工根本就没有

保障，真要装修，还是去正规装修公司签订规

范合同为佳。

按“价”论“质”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