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建起宠物坟
提醒完善宠物管理机制

□ 丁慎毅

为减少“重复安检”点赞
□ 何勇海

热点冷评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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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与火车站、

长途客运站、机场等相衔接的车站，应为安检

互认提供便利，以减少重复安检，提高通行效

率和服务水平。《管理办法》自 2020 年 4 月 1 日

起实施，有效期5年。（10月28日《新京报》）

重复安检的确是乘客的出行烦恼之一。

在那些号称火车、汽车、地铁甚至飞机实现了

“无缝接驳、无缝换乘”的车站或机场，乘客从

一种交通方式换乘到另一种交通方式时，却要

经历重复安检的关口，难言真正“无缝接驳、无

缝换乘”，只是不出站换乘。

此番，交通运输部的《管理办法》要求，与

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机场等相衔接的车站，

应为安检互认提供便利，以减少重复安检。

此举有助于提高车站的通行效率和服务水

平，有助于减少人流积压的安全隐患；从以人

为本的角度说，也有助于提升乘客的出行满

意度、获得感，是顺应民意之举，尤其是对那

些携带较多行李的乘客，以及老弱病残孕等

特殊乘客来说，“无缝接驳、无缝换乘”之下的

便捷出行，就不再只是一种纸上谈兵了，而是

一种现实关怀。

因此，期待有条件的接驳车站真正减少重

复安检，为安检互认提供便利；没有条件的接

驳车站也应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实现一次性

安检。车站减少重复安检，也就能减少重复

建设，比如，安检设备的重复配置、安检人员

的超量配备，不再会造成财力物力人力的无

谓浪费。

当然，火车、汽车、地铁等的接驳车站要

实现安检互认，减少重复安检，需要条件。

一方面，要有统筹思维，各交通组织运营方

应统一思想，形成可靠的客流组织方案，明

确各方管理责任，再经过“安检互信”授权，

责权利明确才不会出现扯皮；另一方面，换

乘环境应该封闭，要避免乘客需要穿越一段

公共区域才能到达下一交通工具处。此外，

减少重复安检不能减少安全责任，一次性安

检，把关责任更要一次性到位，这就要求安

检势必还要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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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我国炒房惯性根深蒂固
要保持高度警惕

我国房地产市场炒房惯性根深蒂固，历经

多轮调控，潜在炒作动机从未消亡，一直伺机而

动。近期，个别城市针对人才引进微调购房政

策，并非住房限购政策松绑，更不是刺激住房需

求、稳定经济增长的举措，要高度警惕鼓噪限

购政策松绑背后的炒房动机。@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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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辉

网红带货别成网红“带坑”

时事乱炖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直播、

短视频等内容形式迎来爆发式增长，

大批网红应运而生，网红带货这种门

槛低、高回报的销售形式迅速赢得商

家青睐。然而，虚假宣传骗消费者购

买低劣产品、直播数据造假骗商家多

给广告费等问题凸显。（10 月 28 日

《工人日报》）

网红带货之所以这么受欢迎，除

了网红自身的魅力和人们对他们的

信任以外，还因为网红们在各种平台

上力荐的商品都打着“设计精巧”“质

优价廉”“限量抢购”等等旗号，总让

网友感到要么是捡到了很大的便宜，

要么就是抢到了线下买不到的“宝

贝”，还要不就是觉得自己站上了时

尚最前沿而沾沾自喜。

事实却常常让人感到“打脸”。网

红带的货有很多不仅没有他们吹嘘的

那么神，而且甚至连基本的质量合格

这一最低标准都达不到。由于拿到手

的商品与期待值相差甚远，常常令跟

风的消费者懊恼不已、连呼不值。

网货汹涌，而网红带货的种种问

题，更是早已备受人们诟病。并且这

一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

注意和重视。最近，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执法稽查局负责人指出，监管部门

高度关注网红食品信息，将对利用网

络、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电视购物栏

目等渠道实施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重拳出击。

的确，网络不是无法之地，网红

也有法律义务。货不是随便带的，合

法合规、名副其实和童叟无欺应当是

最后的底线。因此强化监管是大势

所趋，决不能让各路网红为所欲为，

把带货变成了“带坑”，同时更要强化

责任追究，实行溯源管理。网红带货

带出了问题，不独网红自身，相关生

产商、供货商、委托方以及网络平台

都要严肃追责。

网红带货虽火，但不能任其野蛮

生长。当务之急是相关部门要抓紧

出台相应制度规则，让网红带货有章

可循、使监管约束有法可依，扬长避

短、规范发展，使其真正成为互联网

之利而不是互联网之乱。

微声音

心脏最喜欢乐观

美国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布朗大学医

学院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研究者，

对 15 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包含 229391 人，

平均随访 13.8 年。结果显示，与悲观者相比，

乐观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低 35%，全因死

亡风险低 14%。一个人想法越乐观，患心脏病

或死亡的风险越低。 @生命时报

近日，昆明

西 山 区 泽 惠 园

小 区 有 业 主 将

宠 物 尸 体 埋 到

小 区 公 共 绿 化

带，不仅立起墓

碑，还搭了个简

易坟墓，摆有祭

品，业主们觉得

瘆得慌。无独有偶，前几天，南宁中天

世纪花园小区也出现宠物坟墓。事实

上，在全国各地都出现过类似现象。

（10月26日《都市时报》）

小区绿化带建宠物坟，一方面是

对居民体验感的不尊重。小区作为居

民的公共环境场所，这样的做法，有破

坏环境之嫌。另一方面，狗主人如果

不能做到规范深埋，很容易导致病菌

传播的隐患。所以，必须对这种行为

说“不”。目前，两地都将宠物坟墓移

除，但关于宠物的“身后事”，却还需要

做很多工作。

对动物尸体一般有两种处理方

式：掩埋、焚烧。焚烧是目前为止最

彻底的方式，但是由于动物瘟疫病

并不是年年发生，一个城市专门建

一个动物火葬场，主要还是焚烧死

后的宠物，其成本较高，用高收费来

弥补，可能就没有人送宠物尸体来，

所以，这只能有经济实力的城市先

走一步。目前，北京、西安等少数城

市在建“宠物公墓”上已有所尝试，

但价格从数千元到三万多元不等，

还是有些市民接受不了。

对死亡的宠物掩埋虽然是现在

用得最多的办法，但按照疾控标准，

要在距离水源至少 50 米的位置挖 60

厘米以上的坑填埋，并覆盖生石灰或

漂白粉，而且还得去郊外，普通老百

姓不一定能严格按照标准执行。虽

然说一些宠物医院表示可提供宠物

尸体殡葬的服务，通常将宠物遗体火

化或送至郊外埋葬的方式处理，但收

费同样不便宜，而且如果城市没有动物

焚烧炉，宠物医院私自焚烧也不合法。

所以，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公共服

务措施来应对，比如，居民宠物狗死

亡，必须拨打相应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电话，等待专业人员上门带走专门处

理，或专业部门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

办法，把这事儿交给社会服务机构，但

必须履行好监管职能。而不管哪种方

式，所需费用可由财政补贴相应比例，

以从根本上让市民自觉自愿地把宠物

“身后事”交给专业部门来处理。

出门遇“鬼”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