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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带孩子到超市，被电梯夹伤手指；父母把孩子遗忘在车内，造成
伤害；大人把孩子留在家中，发生火灾或者意外坠楼……这些意外事件
的发生，都是父母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所导致，应该对失职的父母进行追
责，然而，目前法律却无能为力。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委
员孔维钊建议，在刑法中设立疏忽照顾儿童罪，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和
权益。 7月30日《中国青年报》

幼儿园校车司机把孩子遗忘在校车内，发生因校车曝晒致孩童惨死
车内的安全事故，校车司机和幼儿园的负责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戒；
那么，如果是因孩子父母的疏忽，造成这样的悲剧呢？大家也会觉得惋
惜，但很少有人想到要追究父母疏于法律的责任——在大家的潜意识
里，这是家事，无关法律。

事实上，无论是父母还是他人，只要具有监护的法律职责，而又没有
悉心照顾，导致了孩子安全事故的发生，都应承担法律责任。可现实中，
当未成年人发生悲剧之后，我们常常因其父母背负了巨大的情感伤痛，
而忽视了对父母法律责任的追问，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情感的归情感，
法律的归法律，情感伤痛代替不了法律惩罚。从刑法上惩戒疏于监护的
父母，是保护儿童的法律补位。

长期以来，我们存在着思维误区：父母打骂孩子，外人无权干涉。即
便因监护不周发生了悲剧，也属于家务事，无需承担情感之外的责任。
再者，父母疼爱孩子天经地义，他们也一定会尽心尽力地保护孩子，不让
孩子受到伤害。然而，把这种看似合理的逻辑放在法律的天平上，就能
显示出它的狭义。

大家知道，我们处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越来越多的年
轻父母，或忙于挣钱，或忙于娱乐，或忙于交际，忽略了对孩子的监管与
保护，诱发了安全事故。法律进入到家事领域，督促父母保护孩子，具有
现实的合理性，也有时代的紧迫感。法律应该设置明确的规则，介入到
家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制定之中，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不能由父母随意处置，法律应成为未成
年人最有力的监护者。设立疏忽照顾儿童罪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对社
会、对父母发出强烈警示，为预防悲剧的发生设定法律基层。因此，设疏
忽照顾儿童罪，让法律进入儿童保护领域，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应成为
保护孩子的可选项。

早教班到底怎么选？作为二孩妈妈的舒绣，曾经以为可以驾轻就
熟，但近日的一则社会新闻让她再次如履薄冰——大女儿就读过的早教
机构，国际教育背景和每节课300多元的课时费让其可谓“高大上”，但
却被爆出没有办学资质，只是一家注册为教育咨询的公司。而这家机构
也刚刚上榜所谓的“2018十大早教品牌权威排行榜”。

7月30日《法制日报》

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长要花上万、数万的钱去给自己懵懵懂懂的孩子
报早教班？报道中所举的小学老师同时也是孩子家长“田明”的心态很
有代表性。别看她平时是家长眼中的教育专家，可等到自己女儿出生，
这个平常总要学生家长“淡定一些”的老师也难以淡定了，上个月她也花
了近3万块为女儿报了家早教班。

可问题是早教不光火热，而且还“水深”，常令心怀美好的家长们花
了大价钱，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但没有“赚回”学费，而且还时常
遭遇关门跑路的风险，直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前，早教行业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遍地是坑已是不争的事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目前在这
一行业领域规范标准严重缺失，监管制约非常薄弱，而准入门槛更是几
乎为零。

因此，当务之急不是争论探讨早教的利与弊，而是加快制定早教规
则体系，提高早教准入门槛，规范早教日常监管，及时消除各种早教乱
象，别让早教成为“早害”和“早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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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疏忽照顾儿童罪
应成为儿童保护的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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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占座票”不妨交给市场评判
斯涵涵

坐飞机，如果你不想旁边坐有旅客打扰你休息，那么你可以购买“占
座票”。记者从祥鹏航空了解到，该公司日前推出了“一人多座”产品，也
就是说旅客除了购买自己的座位机票，还可以额外购买多个座位，额外
购买的座位不能坐人，就相当于是购买“占座票”。

7月30日《成都日报》

站在经营者一方，法无禁止即可为，航空服务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
航空公司拥有经营自主权，有权设置多样化、差异化的服务产品。站在
消费者角度，是否物有所值，购买者自有盘算，因此只要消费者有这个经
济能力和消费意愿，大可一试。

商品经济理论和诸多实践告诉我们，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内
容十分复杂，而且不断地发生变化，企业服务、价格、特色、营销、消费群
体、效果评价等，都应该为实现其既定目标、适应市场要求而必须进行不
间断调整，否则，便会为自己的错误决策买单。

故而，航空“占座票”不妨顺其自然，交给市场评判。身处商品经济
时代，毋须对高层次消费需求者高看一眼，也不必抡起道德大棒妄加揣
测。既要鼓励业企业不断创新，提高服务质量，也要把保护各方合法权
益放在首位。监管部门除了要求航空公司确保在没有满座的情况下开
展“一人多座”产品，防止并处罚违规经营行为，除此之外，不必过多干
涉。毕竟，让市场的归市场、行政的归行政、道德的归道德，才是现代经
济社会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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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美食进高速需要猛推一把
郑建钢

高速公路服务区给人们的印象是停车、吃饭、休息的场所。随着交
通越来越便利，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餐饮内容也变得丰富起来。尤其是这
两年，随着星级服务区的打造，越来越多的美食品牌进驻了高速服务
区。 7月30日《宁波晚报》

到高速服务区品尝和购买当地的美食，是绝大多数游客都非常乐意
的消费行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调查显示，“2017年最受欢迎的服务
区美食排行榜”上榜的有嘉兴粽子、缙云烧饼、绍兴臭豆腐、金华酥饼等。

可是，在宁波境内的高速服务区，只能零散买到一些水果或者土特
产。很多游客表示，要是不下高速也能买到宁波各地的特色伴手礼，那
该有多好。

宁波的传统美食有不少，著名的有宁波汤圆、慈城水磨年糕、奉化牛
肉面和油焖笋、宁海麦饼和前童三宝等，都具有地方代表性。可惜，进驻
宁波高速服务区的大部分是外地品牌美食，很少见到宁波本地的特色美
食。

但是，并非所有美食伴手礼店都可开到高速服务区里，而是需要满
足一定要求，比如需要一定的品牌知名度，有的需要以非遗产品为主，有
的需由当地政府推选，有的需要符合技艺标准等。此外，服务区管理单
位还要对品牌进行评估。同一个高速服务区很少同时存在两个同类型
的美食品牌。

如此看来，美食想要跻身高速服务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
单。那么，一些著名的大众美食究竟是怎么样冲出本地，走向全国的？
不要说多年来一直风靡全国城乡的沙县小吃、兰州拉面，就说近两年火
速蹿红浙江各大高速服务区及各个城市大街小巷的缙云烧饼，它的背
后，就有“一个县的力量”在强力推进。2014年2月缙云县委县政府成立

“缙云烧饼品牌建设办公室”，注册“缙云烧饼”集体商标，由政府每年下
拨专项资金，集全民之力把路边摊的烧饼变成了品牌店的美食。

古代有驿站，现代有高速公路服务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就是“现代驿
站”，“驿站”的基本服务作用相差无几，而“现代驿站”的服务功能应该说
是大大地拓展了。由汽车文化推动而产生的过往旅客和驾乘人员多元
化出行的需要，对“现代驿站”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但是，万变不
离其宗，只要找准了市场服务的热点，做好了服务百姓、服务社会这道

“民生题”，就一定能够取得双赢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