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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锋

据齐鲁晚报21日《司机套牌闯卡，被抓
一查还毒驾》报道，济宁一男子驾驶套牌车
来济南看球赛，遇交警检查加速闯卡后，被
济南市中交警抓获。除了驾驶套牌车外，这
名驾驶员竟然还是毒驾。据了解，毒驾比酒
驾更致命。

尽管“毒驾”的危害这么大，但按照现
行的“新交规”等法律规定，不仅只能根据
伤亡程度以交通肇事罪进行量刑，而且“不
肇事不担刑责”，根本起不到应有的约束和
震慑作用。换句话讲，也正因为法律对“毒
驾”的宽容，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年来“毒
驾”引发交通事故呈爆发式增长。

“毒驾”猛如虎，入刑定罪几乎是“国际
惯例”。比如，日本的驾驶人如果被发现是
吸毒人员，要扣35分，吊销驾驶证，并面临5

年以下监禁或者100万日元以下罚款；又如，
美国吸毒后的驾驶行为，不论是否造成交
通事故，一律由警察部门先行羁押后交刑
事法庭处理。

这几年，我国“毒驾入刑”的呼声不绝
于耳，浙江等地的立法、执法实践也为入刑
奠定了基础。最浅显的道理，无论“醉驾”还
是“毒驾”都属于危险驾驶，且被《道路交通
安全法》所严格禁止，在定罪量刑上岂能

“厚此薄彼”？
尽管“毒驾入刑”并不缺共识，但要打

通“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至少有三重问题

值得重视：一者，毒品的成分复杂，并不像
酒驾只有乙醇一种成分易于检测，如何以
最快捷的方法辨别司机是否吸毒、可否像
酒驾那样大面积检测都是现实难题；二者，
且不说毒品对人体的影响会随着时间递减，
不同毒品在吸食量、危害程度等方面，也不像
酒驾检测那样具有统一的操作标准，这就使
得立案追诉标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三者，查
处“毒驾”涉及交警、禁毒等多个部门，如果
配套的法定程序不能紧紧跟上，“大家都
管”与“大家都不管”基本是同义。

“毒驾入刑”乃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而且已有醉驾、飙车入刑的参照和现实的
立法条件，在“入刑”门前不能再徘徊下去
了，必须尽快拿出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穆静

随着高校毕业生越来越多，“就业”成
了社会一大问题。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职
业院校物业管理专业毕业生成为职场“香
饽饽”。山东一物业管理专修学院举办的顶
岗实习供需见面会上，出现了众多企业抢
学生的“怪现象”，企业想要抢到心仪员工
至少得提前一年预订。（详见《齐鲁晚报》21

日C08版）
职校毕业生受追捧已算不上什么新鲜

事儿，可企业提前一年到职校抢定学生，在
年年都是“最难就业季”的背景下，还是格
外引人关注，刺激着一些家长和高校毕业
生的神经。再来点猛料吧，在东营，上职业
院校的李肖肖毕业才一年，已经是年营收
上千万企业的老板。而人家日照的技校毕

业生公维升因工作突出被评为省劳模。
职校生受追捧，给了普通高等教育一

记耳光。为啥高校“掐尖”培养的不少学生，
走出校园后处处碰壁，工作难找？该好好反思
一下高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了，其专业和课程
设置是不是再食人间烟火些，扩招和扩专业
之前是不是先好好考量一下自身力量。

这也给了在校大学生一个警告。大学
生头上“天之骄子”的光环该摘下来了，还
是别旷课了，更别花父母的钱请人代上课
了，因为或许你还在愁着是去上课还是睡
懒觉的时候，班里以前中不溜儿的学生已
经是大老板了。

认为上大学才有出息的家长们也应得
到启发了吧。扼杀个性的分数真的那么重
要吗？面子真的比生存更重要吗？上大学、
上好大学不再与成功画上等号，上职校技

校也出人才。未来有如此多的不确定性，何
必逼着孩子学不感兴趣的东西，何必非得
让孩子考高分不可，还不如多关注孩子的
特点，因材培养。

当然，职校教育本身也应该从中反思。
职校毕业生怎么成了香饽饽？供不应求呗。
这供不应求咋形成的呢？是培养的学生技术
素质过关、是其掌握的技术正好迎合市场需
求。而市场瞬息万变，香饽饽要“香”下去，就
要想方设法让其培养的人才“适销对路”。

而无论名校热还是职校热，其实不少
人看中的无非是让所学更容易转换成生存
能力，哪个转换成生存能力更快更强，哪个
就更受追捧。而个人真正的兴趣，以及技艺
以外的人格素养的养成倒退居其次了。食
人间烟火没错，不过除了生存，我们也应有
诗意和远方。

““通通知知单单””能能否否成成朋朋友友圈圈美美食食店店““标标配配””

朋友圈糕点终于可正名

@冯勇：自制蛋糕等食品小作坊
上网销售，不仅可以极大地方便消费
者，而且可以拓宽食品经营的渠道，刺
激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合理发展。但是
长期以来，一些上网销售的食品经营
者，钻了职能部门监管的空当，食品质
量很难保障。如今，食品网络化经营可
以向相关部门申请有效“合格证”，既
可给食品上网销售的商家正名，又有
利于加强监管，规范网络食品销售的
市场秩序。

葛剪友巷议

近日，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公示了获得《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报告审查合格通知单》的
首批40家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这是济南市食品监管部门创新对小作坊监管的一种方式。不只是传统小作
坊，在家里自制糕点、馒头等低风险食品上网销售也可以小作坊的形式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提出审查申请。
对此您怎么看，又有何建议？

对食品安全监管要常态化

@鲁嵛：许多小作坊由于规模限制没有
达到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要求，但是其
卫生条件方面并没问题，市民也对之有需求。
对达到卫生标准的小作坊颁发证件，是监管
模式的有益探索、尝试和创新。证件颁发是短
暂的、一时的，但后续的监管应是长期的、频
繁的，不能让小作坊以为有了证件就可以高
枕无忧了。要变定期巡查为不定期巡查，让小
作坊随时处于监管的氛围中而不是只在定期
巡查的日子来应付，只有后续的监管跟上靠
上，才能使小作坊的食品真正让市民放心。

要有证可领更应有证必领

@张庆金：据了解，游离于法律边
缘的外卖食品、朋友圈食品等自制食
品也可以自愿申请审查，合格后可获
得合格通知单。在欣喜于有证可领
的同时，笔者更期待有证必领，通过
强制规定把网上售卖食品包括朋友
圈售卖食品也纳入监管范围。此外，
监管部门可以从社会上招几名网上
协管员，发现问题立即停止网上经营
资格，并让全社会监督，形成长期有效
的监管。

□钟倩

20日早晨6点左右，在解放路
与山大路交叉口，一处地下自来
水管突然开裂，水从断裂处不断
向外喷涌，附近不少住户用水受
到影响。接到居民反映后，济南水
务集团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维
修。(详见《齐鲁晚报》21日C10版)

三伏天，市民最怕的就是停
水，而挖断地下水管的事件经常
见诸报端，让市民措手不及。网友
打趣说，远看以为马路上发现什
么泉子，近看才知道是水管爆裂。
莞尔之余，不禁反思。解放路与山
大路交叉口这处地下水管开裂，
水务集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
修，其高效的工作值得点赞。不过
事故的原因尚未明晰，但这样的
突然爆裂怎样预防或者避免是应
当反思的。减少爆裂的几率不妨
定期检修，每年夏天之前进行维
护等，这些必不可少。

据笔者观察，地下管道突然
爆裂，不外乎三种原因，第一，施
工过程中不小心被挖断，遭殃的
不只是地下管道，还有燃气管道、
通信电缆、供热管道等。第二，重
型车辆碾轧或车辆发生事故撞
击，造成地下管道破裂。第三，年
久失修或是高温天气，管道出现
漏点。

无论哪一种原因，都应该积
极地对症下药，多些事前预防，少
些事后补救。施工中被挖断现象，
已是屡见不鲜，一个“不小心”，内
耗的不仅是城市公共资源，更多
的是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
对于这样的不小心，不能等闲视
之，理应追究相关责任，健全问责
制度与监管机制，对违规者进行
重罚，让其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
终止或撤销施工从业资格，避免
类似事件重蹈覆辙。

应让“不小心”

付出代价

葛张口就评

公交车上秀恩爱

惹众怒

□赵蒙

笔者是K55路公交车驾驶
员，作为一条营运到零时的公交
线路，在运行时尤其是晚低峰时
刻，车上有时有的乘客会做出一
些尺度略大的亲昵行为，不免引
起其他乘客反感，也会对济南的
形象造成影响。

有一次因为一位老年人因看
不惯类似事情与一对年轻男女在
车内发生激烈语言冲突，其他乘
客也纷纷指责，最终以年轻男女
到站下车结束。但类似的公共场
合不雅行为还是影响恶劣的，建
议政府修改城市公共交通条例时
增加公共场合文明的相关规定，
让我们驾驶员劝阻此类行为时有
法可依，也可从制度上减少此类
行为的出现。

企企业业抢抢招招职职校校生生给给谁谁泼泼了了冷冷水水

葛有么说么

““毒毒驾驾入入刑刑””不不应应光光打打雷雷不不下下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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