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草
案)》进入人大审议阶段，有望改变
城市小食摊在法律法规上面临的
尴尬局面。

在人们的印象中，城管与小贩
似乎成了相互对立的，两者之间的
矛盾冲突也不时见诸报端，其中不
乏伤人害命的悲剧。不顾城市生活
的现实需求，“洁癖”式的管理思
路，成了激化矛盾的重要原因。从
这个意义上讲，广东此次通过地方
立法的形式，给小食摊提供了合法
的身份和出路，的确是一种进步。

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制作销
售食品的小摊贩，在城市中是不可
或缺的，这是管理者应当正视的现
实。据统计，仅广东省就有食品摊
贩近30万家，从业人员超过80万。这
些常常与管理者“捉迷藏”的摊点，
既是中低层劳动者赖以谋生的手
段，也给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便
利。城市的现实生活需要管理者给
小摊贩留条出路，一味地“封堵”、

“洁癖”式的管理，反而引发更多的
矛盾。广东此次公布的条例草案之
所以受到好评，就在于给小摊贩提
供了合法存在的空间，体现了对现
实的正视。

反观对小摊贩“一刀切”式的
清理，很容易造成管理上的困境，
原本需要刚性的执法活动在实际
执行过程中因为诸多难以克服的

问题，往往变成了“看人下菜碟”的
“人治”。既然做不到完全禁止，管
理部门就对小摊贩“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了。管理者“法外开恩”，不仅
容易把小摊贩变成权力寻租的目
标，还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一旦
遇到上级检查或是达标评比等特
殊情况，城市管理的尺度就会收
紧，小食摊就成了首先遭到清理的
对象。这容易造成人们对管理目标
的困惑——— 清理流动摊点到底是
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还是服从于领
导喜好？

正是考虑到城市的现实需求
和管理者的现实困难，通过立法活
动给小摊贩的存在划定合理的边
界至关重要。明确了哪些区域能摆
摊、什么时间允许经营，以统一且
详细的标准来规范摊贩和管理者

的活动，才能有效地减少双方发生
冲突的可能性，同时也给食品安
全、道路交通等方面的监管提供便
利条件。广东此次提交人大审议的
条例草案，就提出了对食品摊贩划
定经营区域、发放登记卡等措施，
明确了相关主体的活动规范以及
相应的责任等。这也为其他地方开
展同一领域的监管活动提供了借
鉴。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立法规范
小摊贩只是个开始，问题的关键还
在于具体执行。按照条例草案的规
定，对于经营区域和时段的划定，
乡镇政府或街道办拥有一定的自
由裁量权，标准的统一性、信息的
公开性以及有效的公众参与缺一
不可。否则的话，食品摊贩的合法
化过程，可能会异常曲折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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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新短缺”还需新观念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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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食摊合法化正视了城市现实
正是考虑到城市的现实需求和管理者的现实困难，通过立法活动给小摊贩的存在划定合理的

边界至关重要。这也为其他地方开展同一领域的监管活动提供了借鉴。

传统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各有
优势，互联网金融不会取代银行。

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表示，
互联网金融颠覆的是商业银行的
传统运行方式，而不是金融的本
质。金融的本质在于提高社会资
金配置效率。商业银行不会因此
终结，反而会借助互联网实现新
生。

垃圾分类要从娃娃抓起，很多
好的文明习惯，孩子是可以影响家
长的。

我国 90% 以上可以利用的废
弃物，都被填埋或焚烧掉了。针对

“垃圾分类”工作的严峻现实，浙
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
华认为，垃圾分类必须进行坚持

不懈的教育。

院长、副院长、财务，程序都是
真的，病历、发票也是真的，但病人
是假的，没有实际看病的过程。

上海市医疗保险监督检查所
副所长陈金江说，现在甚至有整个
医院投入到异地骗保的情况，骗保
案件呈现地域化、团伙化、家族化
的趋势。

人们不排斥的、期盼的是科学
的、理性的、公正的参与，而不是总
打“迷踪拳”。

专栏作家董伟撰文称，防范风
险需要调控，但何种情况下动用法
治、经济手段，乃至行政的手段干
预市场，需要有一个起码的标准。

□针扎

上大学网近日发布《第三批中
国虚假大学警示榜(2014 年)》，60 所

“李鬼大学”榜上有名，涉及全国 19

个省市，主要集中在高校众多的城
市。包括北京 15 所，山东、上海和陕
西各6所，江苏5所，河北3所……(7

月14日《法制日报》)

大学出现虚假，对那些图谋不
轨者而言，也就意味着骗取几个臭
钱，但对于受骗的考生而言，损失就
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了。

绝大部分虚假大学从名称到私
自建的网站，个个都“堂而皇之”，名
称中不乏“中国”、“北京”、“首都”、

“华北”、“华东”等字眼，大部分还含
有“财经”、“管理”、“经济”等热词，
很容易误导人。特别是那些“病急乱
投医”的落榜考生，如果仅仅从这些
学校的外表判断，很容易上当受骗。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学尽管

并没实体校址，却敢建立网站公然
到处招摇撞骗，这除了正规大学维
权意识差，考生和家长迷信潜规则，
很显然是因为相关部门监管太“空
心”了。

实际上，类似现象已经存在很
多年，我们很少看到监管部门主动
出击，更少看到联合执法将这些空
壳大学制造者揪出来绳之以法。眼
下，很多落榜考生为了实现大学梦，
都在紧张而慌乱地寻找着理想中的
大学，这时可以说是“空壳”大学最
容易迷惑人的时候，此时更需要监
管“实心化”，不给骗子留下缝隙可
钻。

从对学生、家长负责，更是出于
起码的履职要求出发，相关部门都
应该有所作为，将这些“空壳大学”
清理出去。

葛媒体视点

与二三十年前生活必需品的短
缺不同，“新短缺”是社会发展进步
后，老百姓对民生服务、民生产品多
层次、多样化需求的集中反映。这种

“新短缺”也体现了民生建设从保障
到改善的阶段性特征。告别民生“新
短缺”，需要增加供给，处理好政府、
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更需要有新观
念。

必须看到，一个阶段内资源供
给的数量、民生产品和服务的供应
能力总是有限的，与民生需求相比，
民生短缺总是相对存在和具有阶段
性特征的。追求优质的民生产品和
服务无可厚非，但如果上学过分追
求名校，看病就医过分追求大医院，

追求名医，不改变看感冒都要去三
甲医院的观念，优质资源短缺的现
状将很难根本好转，也很难让优质
资源产生最大化效益。因此，在消费
民生产品尤其是优质民生产品的时
候，多一些节约意识，多一些共享精
神，才能对缓解民生“新短缺”产生
积极的作用。倡导节约、低碳、环保、
绿色等理念，也意味着在告别民生

“新短缺”的过程中需要人人参与。
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只有
人人为资源的节约有效利用作出贡
献，只有人人适度消费、告别炫富，
我们才能充分享有优质资源带来的
优质生活。(摘自新华网，作者杨玉
华)

葛公民论坛

□余明辉

近日，安庆市政府官网发布一
组现场新闻图片，安庆市委书记虞
爱华手中的讲话稿竟是写在一张旧
日历纸上。网友纷纷点赞，认为市委
书记的无意之举，体现了务实与节
约之风。(7月14日《安徽商报》)

客观而言，市委书记在一个全
市性的活动上讲话，手持的是张写
在旧日历上的讲话稿，而且据当地
市委办的人说，这是市委书记“头一
天晚上自己写的”，仅就这一点讲，
这似乎和“务实与节约”沾那么一点
边儿。但放置到更大一点的环境之

中，比如当天的会场之中，这样的务
实与节约之说就显得不怎么靠谱和
令人信服。

据网友扒出来的信息显示，当
天会场上书记身后放置(或者说提
供)的玻璃瓶矿泉水是安徽产的“觅
仙泉”，一瓶价格为38元。节省的一
张纸钱，与价值不菲甚至说浪费不
小的矿泉水相比，实在称不上“务实
与节约”。

务实与节约，是我们开展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反“四风”的要
义所在，但只见其一、只重其表的

“书记旧日历写讲稿”无法与“务实
与节约”有机联系。

旧日历讲话稿不值得点赞

“空壳大学”呼唤“实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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