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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张“无效”罚单，假治污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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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购物店，打击“低价游”的必要环节

□张玉胜

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进驻时间过半。6月17日，
生态环境部通报，中央第一
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南省开展
督察“回头看”时，收到群众
投诉称，一家本应停产两年
多 的 煤 矿 企 业 仍 在 违 法 排
污。督察组检查发现，该企业
曾收到环保部门 3 3张罚单，
但因有基层领导干部“站台”
等原因，始终未曾整改。（6月
18日新华网）

违法必究、违规必罚，这
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治理常态。
然而，对于本应停产两年之久

的洛阳义煤集团新义煤业有限
公司，这些“究”与“罚”似乎根
本不起作用。“33张罚单难阻违
法排污”的奇葩怪象，再证污染
企业有恃无恐的严峻现实，其
任性妄为的背后缘由当地基层
领导干部的“站台”。由此看来，
欲治理好自然生态的环境污
染，需先净化出环保优先和铁
腕治污的良好政治生态。

根据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
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现场
的调查取证，认为33张罚单难
阻违法排污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涉事企业无视环保要求，
肆意违法排污，以停产躲避督
察，以审批流程过长为由逃避
治污改造。二是属地责任落实
不力，敷衍整改。放任企业以停
产应对群众投诉，面对企业恢

复生产且屡罚不改，缺乏更进
一步的监管措施，甚至有基层
领 导 干 部 公 然 为 企 业“ 站
台”。三是环境执法重形式、
走过场。3 3张罚单多为督办
通知，面对企业屡查屡犯，没
有充分运用查封扣押、按日
计罚等执法手段。

上述三条原因，实际上
折射出当地重视生态保护、
严惩违规排污的决心不大、
诚意不足、态度暧昧、氛围缺
失。环境保护不是临时任务、
更非权宜之计，而是关乎民
生福祉、泽被子孙后代的百
年大计和千秋伟业，是中央
一再强调、民众十分关心的
大事要事，需要政府引领、上
下齐心、全民共识、各方共
担、群防群治的社会大环境

支撑。只有当地的政府官员
清醒、政治生态清明、环保氛
围浓厚，违规排污才不会有
立锥之地、抗“罚”底气。这就
要求各级政府务必从政治高
度、长远角度和战略层面，充
分认知生态保护的重大深远
意义，切实放弃一切唯GDP
思维和地方保护行为。

直到今天，仍有部分领导
干部出于对地方税收、短暂
利益及个人政绩等的“私”域
考量，不把环境保护当回事，
对违规排放行为视而不见，
甚至在群众举报时仍一味偏
袒庇护，对上级环保督察更
是采取“表面整改”“假装整
改”“以停代改”和“敷衍整
改”等阳奉阴违伎俩。“态度
决定一切”，地方生态保护过

关，首先取决于主政者的认
知到位、态度鲜明和责任担
当。就如通报中提到的案例，
开了“33张罚单”都没管住企
业，早已说明执法手段不管
用，执法力度需要升级。在这
种情况下，当地政府仍然执
着于开罚单，只能说明主观
上就没有治理污染的决心。

眼下公众的环保意识明
显提升，对违规排污不认可、
不容忍、不答应、不放过，只要
涉事企业一天不停止、不收
手、不整改，他们就要发声、举
报、维权，这种来自民间的环保
达人、环保卫士，既是违规排污
的监督者、生态保护的生力军，
也势必对地方构筑真环保、真
治污、真整改的政治生态产生
积极的倒逼效应。

葛一家之言

日前，相关部门依法约谈某
直播短视频平台负责人，勒令其
对涉未成年人低俗信息进一步
整改；早些时候，一男子为当“网
红”吸引粉丝，偷偷爬上火车厢
顶制作短视频，不料被高压电烧
成重伤。网络新业态飞速发展的
今天，经营者如何更好承担起道
义和法律责任，再次成为不容回
避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网络
直播，都有很强的参与性和互
动性，很容易对受众尤其是涉
世未深的孩子造成负面的示范
效应。一些桥段看上去“搞笑”

“有趣”，一旦模仿却风险不小。
尽管一些平台已经开始在视频
中加入警示字样，但仅靠这些
简单措施，难以达到应有效果。
只有制定严密清晰的行业规
范，才能形成良好的价值导向
和行为导向。

技术更新拓展的新空间，
不应是道德和法律难以覆盖的
价值“飞地”，而是传递正能量
的重要媒介。如何放大优势、规
避风险，不仅是网络平台企业
的必答题，也是社会治理的思
考题。（摘自《人民日报》，作者
彭飞）

新空间不应是价值“飞地”
葛公民论坛

□张立美

近日，央视“新闻直播
间”播出不合理低价游调查
引发关注，内容涉及云南多
个旅游景区。17日，云南省旅
游执法总队发布对6家涉事
购物企业、1家旅行社、3名
导游的调查处理结果。其
中，涉事旅行社吊销执照并
罚款 3 0万，3名出资人列入
黑名单，3名导游将被吊销
执照并罚款 2万元，旅行社
法人代表涉嫌强迫交易罪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取保
候审），并对数家购物企业做
出关停或停业整顿处理。（6
月18日《新京报》）

云南省旅游乱象由来已
久，饱受游客诟病。归根结
底，就是“低价游”惹的祸。
组织、接待“低价团”的旅行
社、导游，为了保障收入，避
免亏损，轻则辱骂游客，重
则威胁强迫游客购物，从而
拿回扣。

从去年以来，云南省不
断加大对旅游市场的整治力
度，就在前几日，西双版纳一
名导游因强迫游客购物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应当
说云南整治旅游市场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根据云南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
据显示，自去年4月15日《云南
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
施》施行至今年2月 ,云南旅
游 有 效 投 诉 同 比 下 降
76 . 8%。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遏
制“低价游”，“低价游”现象
仍然很严重，五一假期和端
午节假期又被媒体曝光。究
其原因，就在于并没有从根
本上斩断“低价游”背后的
利益链条。包括云南在内的
各地，之前对“低价游”的处
罚，基本上集中在旅行社、
导游方面，轻则旅行社被罚
款，导游被吊销导游证，重
则旅行社被吊销营业执照，
导游被判刑，但给旅行社、导
游提供回扣的旅游购物店几
乎不受影响，照样通过给旅
行社、导游提供回扣拉来游
客消费。

云南省这一次处理“低
价游”案件，除了继续加重对
组织“低价游”的旅行社、导
游进行处罚之外，也对旅游
购物店开刀，对数家购物企
业做出关停或停业整顿处
理，这是打击“低价游”不可
或缺的环节。在“低价游”利
益链上，获利的不只是旅行
社、导游，还有给他们提供回
扣的旅游购物店。只处罚旅

行社、导游，放跑旅游购物
店，使得旅游购物店违法违
规经营处于零成本状态，反
过来会纵容旅游购物店拉拢
其他旅行社、导游继续组织

“低价游”，“低价游”就成了
韭菜，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
因为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
中，最不缺的就是旅行社和
导游。

对给组织“低价游”的
旅行社、导游提供回扣的旅
游购物店也予以处罚，这就
直接提高了旅游购物店参
与“低价游”的违法犯罪成
本，告别了过去只赚不赔的
局面。这显然有助于斩断

“低价游”背后的利益链，让
旅游购物店不敢轻易与旅
行社、导游相互勾结，通过提
供回扣方式拉游客来消费。

当然，对给旅行社、导游
提供回扣的旅游购物店，处
罚上不能止于停业整顿或关
停店铺，还应当以商业贿赂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及拿
回扣的旅行社、导游都要追
究商业贿赂罪。因为在法律
上，旅游购物店与旅行社、导
游之间这种靠回扣维系的利
益链，在本质上就是商业贿
赂行为。

葛媒体视点

最近，广西桂林市灌阳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一份公
文，禁止组织举办龙舟活动。此
事一经传播，更令舆论哗然。

群体活动，安全为大，地方
上的这个决定，并不完全是拍
脑袋决定。不过，禁令固然是让
安全管理放心了，但传统节日
文化估计也就剩下空壳了。

两个问题叫人如鲠在喉：
既然群众有赛龙舟的热望，公
共治理就没有安全保障的能
力？地方上有没有创新作为，从
而“确保全县人民过上一个安

乐祥和、安全有序的端午节”
呢？如此一禁了之，因噎废食，
有懒政之嫌。

过好端午节，其实就是让
端午更像端午。龙舟赛这样的
民俗活动，鼓励大家参与还尤
嫌不够，竟然“拉黑”了事———
传统民俗如何源远流长？

由此，有关部门应该在做
好风险管理、提供安全保障的
同时，对端午龙舟有更加开放
的态度。也许有了龙舟赛的端
午节才更像个节日、更贴近历
史。（摘自光明网）

端午龙舟，不能“拉黑”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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