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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齐鲁晚报》 8 月 17 日
报道，省城的药贩子花样翻新，
从街头转战网上，而谈到监管问
题，有关部门负责人却认为，街
头药贩只能视为“无证经营”，建
议城管部门严加管理。

药品不是普通的商品，药
品管理从来就是关系到群众身
体健康的大事，药贩子不是小
商小贩 ,不能跟菜贩子甚至票贩

子相提并论，药贩子干的也不
是针头线脑的小生意，把街头
药贩子当成普通的流动摊贩，
只“进行教育和没收药品”，
显然太过于宽容了。

《药品管理法》规定，经
营药品必须取得药品经营许可
证，药品必须专库、分类存
放，私下倒卖药品属违法行
为。据卫生部门统计，每年我
国因药品不良反应而患病的达
250 万人，药源性疾病导致死亡
的人数是传染病死亡的 10 倍，
而且每年还在上升。面对这种
骇人的危害，从源头上切断药
贩子的财路已刻不容缓。

到底谁来管管药贩子？从
表面上看，若论无证经营，当属
工商部门查处，可是指望药贩子

“有证经营”，既不现实也不合
法，工商管理部门怎么可能给倒

买倒卖的药贩子发证?若说乱贴
小广告，当叫城管部门来查，
铲除街头张贴的小广告，就能
根治药贩子吗？城管查药贩
子，这话怎么听都觉得别扭。

看来，从源头上杜绝药贩
子，恐怕还得依靠药品管理部
门和医保管理部门。当然，药
贩子在暗处，活动有随机性和
隐蔽性，如今又到了网上，查处
起来就更困难。药贩子自然不会
送上门来，设法斩断药品回收的
渠道，严格药品生产和流通秩
序，让“二手药”失去市场，同时
堵住医保卡的套现漏洞；广大市
民也应该自觉抵制药贩子，尤其
是那些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不
要赚这样的“昧心钱”，有关部门
要探索对恶意取药卖药行为的
惩处办法。只有这样，药贩子才
能最终彻底消失。

街头药贩不是“一般”的摊贩
□张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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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彬

据报道，由于南辛庄北街 28 号楼一
户居民家中无人，屋内水管漏水殃及三户
邻居，无奈之下，三户居民用砖头、沙子在
门前筑起了二十余厘米高的小堤坝，防止
水流进屋里。

笔者记得，小时候，哪家做了好吃的
都会端给邻居分享，而现在邻居之间几乎
不走动，那些租房的住户和邻居更是少有
沟通。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怎
么能让人不心凉？更让人心凉的是，自来
水汩汩地白流了三天，才有房东关了水
闸。物业干吗去了？如果没有物业，城市的
其他管理部门哪里去了？

希望邻里多多沟通与相互信任，别再
发生类似“筑坝挡水”的事件。

□陈立新

据报道，明湖西路与济安路交叉口
处，一地的清水，仿佛一股小溪沿着人行
道自南向北流淌进了下水道，已经流淌了
近半年。

工程降水就该这样白白地流走吗？就
不能合理运用，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吗？
这水流淌了近半年，得有多少水白白地损
失浪费了啊。我们经常强调节约用水，利
国利民。看着好好的清水这样流走，就不
心疼吗？珍惜泉水、节约用水是市民的自
觉行为，有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严格管
理，不能让宝贵的地下水这样白白地流
走。同时，应引以为戒，加强检查其他建筑
施工工地，尽可能加以回收利用。

□曲征

据《齐鲁晚报》 8 月
17 日报道，三名女大学生
暑假期间推销酒水，可是
打工结束了，工资却一直
没有拿到。

辛辛苦苦干了一个
月，到头来结算工钱却这
样 难 ！ 一 开 始 承 诺 很
好——— 底薪 1000 元外加
130 元餐费、 50 元话费和
50 元路费，每卖一瓶酒提
成 20 元，可是到了最后，
却只给了提成，工资没了
踪影，推来推去，东忽悠
西忽悠，就是一个目的：
不给工资。

在校学生没有任何收
入，其打工的目的，就是
赚点钱减轻家庭负担，其
中有些大学生家庭经济困
难，靠打工补贴家用，有
关单位再拖欠人家这点工
资，摸摸自己的良心在哪
里。

在校学生在暑假里打
工，可以说是参加社会实
践，他们对社会满怀希
望，如果这时候拖欠他们
的工资，会给他们的心灵
留下阴影，极不利于培养
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
观，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
企业，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不要推诿了，赶快将工
资发给那些学生吧。

□张洪雷

据报道：济南交警试行“敬
告式”人性化执法，率先在市中
区实行，这包括“违规停车经警
告后立即驶离”、“非机动车不按
信号通行”等违法行为口头警告
后放行，不再罚款扣分。这种有

“人情味儿”的执法是交通管理
的进步，体现了交警执法人员对
驾驶人员的理解和尊重。

当前，汽车已逐渐普及到泉

城寻常百姓家。车越来越多，路
越来越挤。为了确保一个良好的
交通秩序，交警部门在执法过程
中“严管严罚”显然是不得已之
举，加强管理也就成了必要措
施。然而实际情况是，很多轻
微的违法行为有其客观原因，
新手、外地人对济南的生疏，
加上一些特殊情况，很多轻微
违法只是非故意因素造成的。

当然，执法的根本目的不是
单纯处罚，而是养成良好的行车

秩序，通过法律手段来教育、帮
助违法者改正错误。

济南交警试行“敬告式”执
法，也是迈出了交警人性化执法
的一大步，是权力自抑的体现。
纠正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
后放行，既可以将交通事故消
灭在萌芽之中，促进交通执法
工作的顺利进行，又可树立交
警良好执法形象，改善警民关
系。这种“人情味儿”的执法
是双赢。

格一家之言

忽悠打工学生

昧了自己良心

“筑坝挡水”

让人心凉

“工程降水”

能不白流吗

格犀言利语

“敬告式”执法是人性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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