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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考试是一种人性化处罚
郑建钢

近日，长沙多名电动车驾驶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考试心
得”。原来，长沙交警部门在开展对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整治
的同时，对家用电动车驾驶人首次交通违法采取学习教育为主的治
理方式。市民若驾驶家用电动车首次违法，可现场扫码参加交通安
全知识法规的学习和考试，达到90分后接受教育即可离开现场。

12月26日《长沙晚报》

电动车违章频发，主要原因在于违章成本太低，有效的处罚方法
太少。相关的法律法规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规定不是没有，只不
过执行起来并没有像查处机动车违章那样严格。就算当场查到了，
一般最多只是少量罚款，既不用扣车，也没有扣分，起不到应有的震
慑作用。长此以往，违章电动车驾驶人丧失了畏惧之心，横冲直撞随
意违章就成为常态。

家用电动车驾驶人首次交通违法行为采用“码”上学习考试，考
到90分合格才能走人，否则就要认真学习交通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
学习好了再考。初看起来只是学习和考试，没有涉及罚款和扣车，其
实纵观“码”上学习考试的全过程，实际上还是比较严格的。

首先是不经过学习，想拿到90分的及格分并不容易。一名违章
的马先生，第一次考了80分，第二次只考了55分，无奈之下只得好好
学一学交通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准备“再战”。其次是考试达到90
分，驾驶人还要将自身违法及考试情况发朋友圈，以扩大宣传警示效
果。第三是驾驶人考试完毕后，违法会被记录下来，留下了“案底”，
如果出现多次违法情况，交警部门将进行扣车处理。

如此“码”上学习考试的处罚方法，虽然没有当场扣车和罚款，其
处罚效果并不亚于扣车与罚款，算得上是另一种处罚，一种相对人性
化的处罚，给予违章者一个改过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此类以学习教育为主的治理方式只面向家
用电动车驾驶人的首次交通违法行为，外卖、快递、“电的”等非家用
电动车严重交通违法，将被扣车并处罚。也就是说，是否要进行“码”
上学习考试，视违章严重程度与否而定，只有驾驶家用电动车首次违
法才适用。

人们常说处罚不是目的，减少道路交通违章现象，教育每一位交
通参与者牢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严格遵章守纪，自觉按照道路交通
的法律法规行事，才是确保道路行车安全的根本。

“诱拍”是一种
背离真诚的捷径心态
杨朝清

近日，北京昌平沙河附近一处空地，众多摄影爱好者聚集在此等待拍摄
迁徙来此的毛脚鵟。与其他拍摄不同的是，他们举着长枪短炮“瞄准”的是
远处木桩上的一只小白鼠。每隔一个多小时，会有一只毛脚鵟从空中俯冲
而下，极迅速地将木桩上的小白鼠叼走。追随着它的是咔嚓咔嚓一片拍照
的声音。 12月26日《新京报》

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离不开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力量；如果背离了
这一点，作品就难以打动人心。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摄影也会被一些功利
和算计的因素浸润。为了在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摄影爱
好者将“好照片”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为了拍到好照片不惜破坏规则和文
明。想拍好照片无可非议，却不能自弹自唱地“走捷径”，通过“诱拍”的方式
来立竿见影地达到目标，从而少吃苦受累。

层出不穷的“诱拍”，也和违规成本过低密不可分。“诱拍”几乎没有违规
成本，有时候甚至还能“占便宜”，不可避免会导致一些人出现了价值认同上
的迷失——陌生人社会提供了一个隐匿空间，让一些失范行为上演；倘若不
文明行为会被随时随地“现场直播”，许多摄影爱好者也会具有尊重规则、敬
畏规则的“镜头感”。

年休假“清零”，不如“零存整取”
张西流

又是一年年终时，你的年休假顺利请下来了吗？近日《工人日报》记者
走访发现，临近年末不少上班族忙着“清零”年休假，拼假出游再现火热景
象。可也有一部分加班族忙得没有时间休假，只能眼睁睁看着年假“过
期”。对此，有律师表示，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可以获
得三倍日工资的补偿。 12月26日《工人日报》

年休假“清零”，不如“零存整取”。比如，合理调整带薪年休假政策，允许
假期跨年度“零存整取”，让年休假富有“弹性”，分流和缓解“集中式”休假带
来的资源和空间紧张，充分保障公民的休假自主权。同时，劳动者在特殊情
况下未休年休假，用人企业应及时足额兑付3倍工资补偿；再者，企业未执行
带薪年休假制度，应严厉查处。特别是，全社会要关心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认
真执行好这个法定假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促进劳资关系融洽和社会
和谐稳定，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

年终岁尾，各机关单位又开始撰写工作总结、汇报材料。明明一份
总结千八百字就足以说清，却非要凑出个“一二三四”。有人坦言，为了
突出上级如何重视，硬是将“1页纸”扩充到了“6页纸”。一些总结材料
要求标题力争合辙押韵，句子尽量工整对仗。一位“笔杆子”透露，部门
曾为标题中是用词“深钻”还是“深挖”，咬文嚼字讨论半个小时。而且，
年终总结全部都是展示成绩。 12月26日《北京日报》

一句话点评：如果上级求真务实，下级有谁愿意弄这种虚头巴脑的
年终总结？

撤稿或道歉
远不是权健事件的终点
邓海建

12月26日凌晨，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官方微信
号发布“严正声明”，称“丁香医生”微信号发布的刷屏文章《百亿保健
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不实，声明要求“丁香医生”撤稿
并道歉，权健还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12月26日澎湃新闻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自媒体大号“丁香医生”重磅
开撕保健品大号“权健科技”。说是重磅：一则指名道姓，二则情节严
重，三则篇幅巨长。

基于常理常情的判断，口碑爆棚的“丁香医生”若是心里没点数、
手里没点谱，估计也断然不敢如此造次，正如主笔宣称，“我们所写的
都有证据、录音或书面材料，甚至做了公证。”不过，“权健科技”的反
应也算激烈，除了要求“丁香医生”撤稿并道歉，还声称依法追责。一
时间，叫人莫衷一是。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两个共识是毫无疑问的：一是公众起码赞
赏自媒体大号敢于跟保健品大号较真的勇气，无论公心还是私心，于
公共利益来说绝非坏事；二是事关消费者合法权益和保健市场的公
平正义，“宁信其有”是基本的敏感与警惕，既然双方谁也说服不了
谁，不妨让行业监管和司法部门迅疾介入，沿着双方的争议点和诉求
点顺藤摸瓜，看看究竟是“一地鸡毛”还是“一场误会”。

上有“健康中国”战略，下有“保温杯泡枸杞”传统，养生保健刚需
之下，这些年的中国保健品市场几乎处在“人傻钱多速来”的状态。
有老人被保健品骗得投海自尽，有孩子被保健品忽悠得命丧黄泉……
然而在每个城市，深入街巷的保健机构和保健产品仍是繁花锦簇。
有机构预测，2022年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收入将达6343亿元，预
计到时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健康营养品消费市场。今天，是时候
揭开保健品里挖坑设套的南郭先生的画皮了，是时候将胡吹瞎侃的
高科技和中医药的“加持力”从保健市场剔除出去了，权健事件也许
是个很好的样本，无论真相如何，起码有助于这个乱象丛生的市场稍
稍澄净清明起来。

撤稿或道歉远不是权健事件的终点，真相以及基于真相之上的
权责秩序，才是打开这起事件的正确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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