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食品安全，作为原料的农
产品自然不容忽视，而农药的使用
直接影响农产品安全性。近日，青州
法院判处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的案件。一菜农因在种植蔬菜
时使用了高毒农药甲拌磷，被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相信看到这则新闻，不少人都
会心生感慨：关于农药滥用的传言
这么多，甚至到了“自己种菜自己不
吃”的地步，终于有人因为使用高毒

农药受到法律制裁了。可以说，这起
案件的判决，体现了法律在保障食
品安全方面的作用，对于农民来说，
也是一种警示。

通常而言，作为原材料的农产
品，其安全性对于食品安全至关重
要，法律之所以对农药的使用做出
了严格的约定，就是为了从源头上
保障食品安全。只可惜在现实中，相
关的监管存在相当大的疏漏，并没
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从记者调查的
情况来看，生产果蔬的农户，想买到
高毒农药并不难，甚至有销售者学
会了自配农药的“手艺”。相对于农
药滥用的乱象而言，真正因此受到
法律制裁的，只是极个别的。

滥用农药成了“公开的秘密”，
难免让人怀疑法律的作用，也助长

了违法的冲动，这不仅威胁到消费
者的生命健康，最终也损害了农民
自身的利益。常见的情况是，菜园子
管不好，有毒农产品堵不住，难免引
发食品安全危机。于是，消费者出于
自保，也只能对涉事农产品敬而远
之。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两件比较典型
的案例，一则是有市民食用西瓜被查
出有机磷中毒，一度使产自海南万宁
的“黑美人”大量滞销；另一则是媒体
联合北京农学院检测出草莓农残超
标，给草莓种植户造成重创。

要想避免类似的情况，关键的
办法就是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加
强监督执法，让相关的法律发挥作
用。一方面，需要加强田间地头的监
督执法，完善运输、销售环节的农残
检测，减少问题农产品闯关的可能

性；另一方面，建立起更加完善的农
产品和农药的追溯机制，并对违法
违规的行为进行严惩，用活生生的
案例，倒逼农户和农药生产者、销售
者规范操作。

当然，单纯用“法律后果”来约
束农民，尽管有一定作用，但很有可
能因此加剧了农民的负担。要知道，
很多农户之所以违规使用了高毒农
药，就是为了节省成本，那名被判刑
的农民趁夜去买甲拌磷，也是如此。
这实际上也给职能部门提供了一个
思路，那就是“堵”“疏”结合，在加强
监管的同时，通过补贴等形式改变
目前的农药价格结构。有了既安全
又省钱的农药，谁还会铤而走险呢？
这样一来，执法监管的压力也将得
到缓解。

管好菜园子，别让毒药流向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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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贩死刑”刷屏

源于安全感缺失

□江德斌

17日，朋友圈突然被刷屏：“建议国
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
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相关话题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6月18日
新华网）

我国每年都有大量儿童被拐卖，很
多家庭因此坠入痛苦的深渊，沉溺在失
去孩子的绝望里，甚或倾家荡产去全国
各地寻找孩子，许多家庭组成寻子联盟，
互通交流相关信息，相互鼓励抱团求暖，
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寻子生涯里。

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很多人都对人
贩恨之入骨，要求对其采取死刑措施，提
高违法成本以遏制拐卖儿童的行为。显
然，这种感情上的冲动可以理解，但从理
性的角度来讲，对拐卖儿童一律判死刑
的话，则会诱发很多负面情况，对此，法
律界人士也是有共识的。

从国家层面来说，冲动地修改法律
是不现实的，但民众的诉求仍是值得关
注的。集体转发的背后，是缺乏足够的安
全感，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遭遇拐卖风险。
显然，政府应看到民众的诉求，听取各方
对打击拐卖儿童的建议，比如，建立新生
儿基因库和指纹库等，用信息技术助力
打拐。公检法机关也要重视起来，把打拐
当做重要案件抓办，财政加大办案资金
支持，做好亿万家庭的安全后盾。

□崔滨

《南方日报》通过对运营商的
质询，得到的回答是“措施落地需
要时间”。说来说去，每家运营商
都是在全力以赴，可惜各种原因，
阻力多多。

对此，《新快报》丝毫不买账，
其评论文章《提速降费别指望运
营商自觉割肉》一文中笔下生风：
这么多年来 ,跟运营商“斗智斗
勇”，见多了各种霸王套餐、遇到
了各色格式合同，即便是眼下“大
出血”的提速降费,方案里还掺杂
着“夜间优惠”、“季度不清零”等
变通之法。那么,惠民大戏能拖则
拖、甚至成了“光打雷不下雨”的
把戏 ,恐怕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概
率。”

《工人日报》则在《“降费提
速”承诺难兑现的追问》一文中更
进一步，“无论是降费，还是提速，
都是在压缩三大运营商的利润空
间。站在企业利益角度而言，运营
商能拖就拖是一种必然。”

为何都是总理讲话，唯独电
信运营商就敢阳奉阴违呢？《钱江

晚报》特约评论员付瑞生用《垄断
难消，假摔依旧》回答：“在电信业
内部，资费定价可分为‘垄断决
定’和‘技术决定’两种。新技术推
广应用成本高导致用户资费高，
这属于‘技术决定’，情有可原，但
是，老百姓对当下宽带价高质劣
的抱怨显然是对‘垄断决定’的抱
怨。通信领域缺乏竞争机制，几大
运营商没有直接竞争者，自然也
就缺乏降低费用的动力。”

《证券日报》更是用数据证明
说明“垄断决定”的力量，“电信行
业在经历OTT跨界竞争、‘营改
增’、网间结算调整等变动后，三
大运营商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
呈现加速下滑的趋势。从之前的
日赚3 . 8亿元，下滑到不到3 . 5亿
元。”而且，“三大运营公司隶属国
资委，每年国资委都会进行利润
考核，如果强行大幅降价，就会伤
及企业利润”。

但拖延也好，垄断也好，运营
商眼下貌似坚硬无比的高墙，最
终仍将烟消云散。就像付瑞生向
运营商提醒的，“垄断是垄断的最
大敌人。也就是说，真正能杀死垄

断的恰恰是垄断者自身。前不
久，一位移动高管感叹，‘干了这
么多年，一直以为联通是竞争对
手，没想到腾讯才是我们的最大
对手。’这个讽刺性的事实暴露
出貌似强大的垄断企业的致命
缺陷：他们难以适应变化。”

与其像恐龙一样被世界淘
汰，运营商们不如听听《经济日
报》的建议，“提速降费，政府在
敦促，网民在呼吁，看上去好像
运营商被动，实际上从积极的意
义来理解，对运营商是难得的机
遇。宽带中国战略中提出宽带网
络是国家战略性的重要基础设
施。国家也明确将支持建设国际
干线、建立普遍服务补偿机制，
利用无线频率占用费等来补偿
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网络建设投
资。可以说现在是运营商发展宽
带的好时机。”

从更深远的角度看，宽带提
速降费，对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的
深化改革，完善市场化进程，都
有助力。《人民日报》的《说好的

“提速降费”为何迟迟不至》评
论，便是劝诫电信运营商们，“中
央领导同志多次督促，目的不是
干预市场，而是旨在塑造一个能
够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助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成熟的电信市
场。敦促网络运营商‘提速降
费’，发出的是倒逼电信企业改
变既有的经营范式、以更进取的
姿态迎接市场竞争的强烈政策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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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宽带难“宽”
5月17日电信日，工信部拿出了一份令人期待的改革方案，

但一个月过去了，说好的“提速降费”却迟迟不至。于是，本周的
舆论场便把关注的目光，都投在迟来的网络“宽”带之上。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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