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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C07

新闻幕后

阻挡消防进门，怕是心里有鬼
□记者 苑菲菲

在建工地上着了火，浓烟滚
滚蹿起六七十米高，周边市民拨
打119报警电话求助，没想到当
消防车赶到的时候，工地工人却
以火灭了为理由，拒绝消防车和
派出所民警进入。(本报4月25日
C04版报道)

阻碍消防车和民警执行任
务就是妨碍公务，即使火已灭，

也应该让相关部门进入查看，以
防止火星复燃。像这样公然阻
拦，恐是心里有鬼，怕相关消防
措施做得不到位而受处罚。

消防灭火是职责，而配合消
防灭火，则是公民的义务，也是
对工地、工人负责的态度。采访
中我了解到，当时消防到的时
候，火苗的确是没有了，烟雾也
小了些。但工地上的工人毕竟不
是专业救援人员，为何不能放行

消防车和民警，让部门去查看一
下着火的现场，以确保火星不再
复燃呢？

在现场采访时可以看到，
着火的工地旁边就是高压线，
高压线附近的脚手架都被熏
黑了，可见这火势也是十分凶
险的。万一在消防车走后，工
地上的火再次烧起来怎么办？
仍然要捂着遮着不让消防车
进入吗？是工地上工人的生命

安全，周边市民的财产安全重
要，还是不被处罚、不被发现
可能存在的违规更重要？

建议消防部门除了对其
现场存在的消防隐患做出整
改之外，也对这次燃烧得浓烟
冲天的外墙保温材料做一下
鉴定，看这种材料是否符合国
家的相关规定。一场小火，一
个阻碍举动，说不定背后隐藏
着其他猫腻呢！

□记者 李楠楠

烟台大学生庞久翔状告
侵权网站，维权一年花了 2万
多，最终胜诉获赔400元。维权
大学生拿着胜诉的判决书说
自己有种“虽胜尤败”的感觉，
一年维权下来八个字：精疲力
尽，得不偿失。(本报4月25日C08

版报道)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更是
法治经济，面对种种纠纷，调解
申诉失灵时，法律才是最终解决
一切问题的最后防线。从这个视
角上看，大学生庞久翔积极谋求

文明合法的维权途径来主张利
益诉求，虽然获赔甚少，但更具
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但光有意义不能当饭吃，
赢了官司赔了钱，付出与回报
不成比例，使维权俨然成为鸡
肋，多少有点让维权的人感到
失落。而这不是个例，近几年

“亏本式维权”已成为知识产
权保护领域一种新现象。特别
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著作
权人、版权人起诉网站、网吧
盗版所得的补偿，常常抵不上
律师费，更别提弥补被侵权的
损失了。网络维权维权正陷入

亏本式维权的尴尬。
长此以往，版权人的权利

并不能够得到切实的维护，维
权的热情也会大打折扣，维权
的结果基本上成了赔本赚吆
喝。采访中，记者对庞久翔的
一句话印象深刻：“因为我是
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赔钱无
所谓，就当锻炼自己。但如果
我不是一名法学专业学生，是
一 名 普 通 的 市 民 ，我 想 这 种

‘完败’的结果，很少有人再去
做这件事情。”

没有严格的版权保护，就难
有蓬勃的原创 ,所以，知识产权

维权不应该是鸡肋。只有让维权
人的腰杆子硬起来，侵权人的气
焰才能打下去。而这一切还学要
法律的完善和强有力的保障。因
此，法律上遭遇的尴尬，必须通
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打官司维权亏本，这在道义
上明显有失公平。对此，山东省
知识产权研究院专家宋红松和
烟台智宇知识产权事务所主任
林琼都呼吁在“填平原则”基础
上实施惩罚性赔偿，目前虽还不
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将侵权者
罚得倾家荡产，但必须改变目前
越维权越贴钱的窘境。

赢了官司赔了钱的尴尬

评报区

希望西海岸重现美丽

回应《西海岸惊现黑色粘稠物》

隔任平生(芝罘区)

美丽的西海岸竟然多了不
少黑色粘稠物，绵延500米左右，
附近市民猜测可能是油污。去过
西海岸的人可能都会对那清澈
的海水印象深刻。相比于滨海广
场或者莱山区的海边，西海岸显
得安静而又干净。

而黑色粘稠物的出现让一
些初到西海岸玩耍的市民大失
所望，对当地的形象产生了不小
的影响。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也很
烦恼，外套上沾的黑点怎么洗也
洗不干净。

既然海洋部门的工作人员
推断可能是油污，那么希望相关
部门尽早到现场进行调查。并且
这种黑色粘稠物去年也曾出现
过，调查清楚真相显得更为迫
切。希望西海岸能够恢复往常的
美丽，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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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佩佩(高新区)

站点前每天都会上演挤公
交的画面，公交车还没有停下，
乘客们就往上挤，或者追着公交
跑。车还没有靠稳，人们就开始
往车上拥了。现在经济发展了，
生活质量改善了，人们的素质也

在不断提高，但是挤公交的行为
为何还随处可见呢？

挤公交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
习惯很难改变，再加上从众心理
的驱使，很多人也不将挤公交看
作一件多难为情的事，反正那么
多人都在挤，也不多我这一个。就
这样，挤公交随处可见。

排队上车展现的是市民
的基本素质和文明程度，绝大
多数人都希望能够做到排队
上 车 ，有 一 个 良 好 的 乘 车 环
境，并且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做
到排队上车。但这并不是一个
人努力就可以做到的，需要大
家共同努力。

如果在每一个站点都有人
引导乘客排队上车，是不大现实
的，公交部门没有这么多的人力
和精力。只能靠大家的行为潜移
默化地影响，逐渐改变乘车习
惯。

让我们排队上车，莫因乘车
这件小事，丢了我们的道德素质。

挤上了公交，挤下了什么？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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