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今日时评
2019.1.3 星期四 编辑 张骞 校对 吴怡蒙 E-mail：wbpl@pdsxw.com

自“权健事件”联合调查组进驻
以来，经过调查取证，事件处理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本着依法依规
依事实的原则，相关部门对权健公
司涉嫌传销犯罪和涉嫌虚假广告犯
罪进行立案侦查。据联合调查组介
绍，经前期工作发现，权健公司在经
营活动中，涉嫌传销犯罪和涉嫌虚
假广告犯罪，公安机关已于2019年
1月 1日依法对其涉嫌犯罪行为立
案侦查。同时，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取缔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火疗养
生场所，开展集中打击清理整顿保
健品乱象专项行动。

@人民日报：调查权健事件，
依法依规依事实。问题藏在“褶皱”
里，深挖细查有收获。无论立案调
查涉嫌传销和虚假广告，还是表态

“绝不许打着直销旗号干传销勾
当”，都呼应了社情民意，体现了法
治精神。乱象已显，唯有依法严肃
治理，方能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执
法责任。

权健被立案侦查
深挖细查除乱象

□雨来

新年伊始，又一起少年弑亲
案惊呆舆论。

湖南衡阳警方的协查通报
称，13 岁的嫌疑人罗某因家庭纠
纷锤杀父母后逃逸。这距湖南沅
江12岁少年弑母案，仅有一个月
而已。

不出意外，网络上“重判”之
声此起彼伏，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的要求再被提及。

毫无疑问，在绝大多数法治
国家，13 岁肯定不会被判死刑。
根据我国对刑事犯罪者的处罚设
计，进监狱是接受教育改造的方
式之一。然而，14 岁以下的未成
年人，难道非进监狱才能改造？
只有监狱才能对他们的改造效果
最大化？

显然，这不是一个理所当然
的逻辑。

十二三岁，毕竟还是孩子，我
认为，软性的感化教育以及适当
的矫治，始终比严厉的刑事处罚

更有效果。我们不妨从个案，从
作案者的角度，从孩子的角度，观
察这个不幸的案件。

某种程度上，幸福的家庭都
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也有相似
的不幸。

从目前公开的案情看，嫌疑
人罗某 13 岁，父亲 51 岁，母亲 45
岁，系先天性弱智。从父母和孩
子的年龄结构以及母亲的精神状
态看，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正常家庭。孩子成为什么样的
人，取决于父母给他多少爱、多少
教育。13岁的罗某从父母那里得
到多少良好教育，很难有乐观的
估计。最新消息，罗某已被警方
抓获。据称，母亲的智力残疾让
他很自卑，他经常拿钱请同学吃
零食。这种习惯显然并非出于品
行，而是因为太自卑而意图求得
认同。他果然是个不开心的孩
子。其实，不止一起恶性案件的
作案者都具有缺少关爱、自我封
闭的特征。不开心，是他们的共
性。

湖南沅江12岁的弑母少年，
两岁时父母即离家打工，出了车
祸父母也未回来探视。他和父母
之间除了血亲关系，父母给予他
的爱有多少、教育有多少，都相当
可疑。甚至，当他头部再次受伤，
行为举止已经异常，也未接受过
任何病理治疗。在父母眼里，他
只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却很少注
意到他不开心。

这种不幸的恶果，只有孩子
独自承受。反过来，一个不开心
的孩子，会用他的方式反击——
反击对象包括父母，甚至社会。

悲剧发生后，不少人支持降
低刑事责任年龄，甚至戏谑地称

“他还是个孩子，千万不要放过
他”。支持者的理由是，现在的孩
子营养好，接受的信息也多，比以
前的孩子成熟早，14 岁的刑事责
任年龄是30多年前制定的，已经
不适应这个时代。

不可否认，现在的孩子的确
接受信息多，但不意味着就一定
成熟早。谁帮孩子在繁杂的信息

中去芜存菁？成熟是心智的成
长，不是知道得多，甚至知道的坏
东西多。在农村，外出打工依然
是年轻父母的主要经济来源，现
阶段的国情决定了农村父母在陪
伴孩子成长和赚钱养家之间必须
作出取舍。留守儿童的家庭教
育，终究是件奢侈的事。

当然，杀人毕竟是恶性案
件。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孩子，
必须及时把他来到正常轨道上
来。拉的方式，不宜是成人化的
监狱。

《刑法》规定：“因不满十六周
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
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
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
养。”据报道，“收容教养”几乎名
存实亡，连工读学校也所剩无几。

那么，爱孩子、关心孩子的成
长，让不开心的孩子变少，是教育
的必然责任，而建立事后的特殊
教育机制，也是有关方面必须解
决的系统工程。

（相关报道见今天10版）

降低刑责年龄不是解决少年弑亲的最优方法

□陈灏

为人父母者，都希望自己的孩
子长成“大高个儿”，但“大高个儿”
也常常遇到烦恼，比如因为个子超
过“限高”，很多儿童无法享受相应
的购票优惠。长得快的儿童也是儿
童，基于身高制定的儿童优惠标准
能不能与时俱进，让“个儿大”的孩
子也能享受针对儿童的优惠政策？

随着营养状况和生长环境的改
善，我国儿童的身高标准也“水涨船
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
6月发布的《7岁～18岁儿童青少年
身高发育等级评价 》标准显示，我
国7岁儿童身高的中位数已经超过
120 厘米，12 岁儿童身高中位数超
过 150 厘米。按照现行 1.2 米以下
免票、1.5米以下“半票”的规定，大
量身高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儿童无法
享受购票优惠政策。

不得不说，此前由于儿童票不
实名、儿童证件不齐全等原因，“量
身高”确实是最便捷、成本最低的方
式。但“长得快”不是孩子的错，“已
经实行了好多年了”“管理就是这个
规定”也不应该成为相关部门不作
为、慢作为的理由。刻板强调身高
既背离优惠政策的初衷，也显得有
失公允，是催生“蹲着逃票”等不诚
信行为的因素之一，理应作出相应
调整。

无论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还是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界定儿童
的唯一标准就是年龄。他们与成年
人最大的区别，是履行社会责任能
力的不足，与高矮胖瘦无关。儿童
票优惠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对这一特
殊群体的关怀，在个体生理状况存
在差异的情况下，年龄是最科学也
最公平的标准。若依某项生理指标
制定优惠标准，不但有失公允，而且
有歧视之嫌。

更精细化、更人性化是社会管
理的必然方向。与儿童票类似的

“学生票”实行多年，已基本实现管
理规范；未成年人身份证的办理也
十分快捷方便。“量身高”辅以“查证
件”，已经具备成熟的操作条件。

面对社会广泛呼吁，有关部门
和承担公共职能的交通运输企业应
兼顾公平与便捷，让长期“蹲着”的
儿童票标准尽快“站起来”，推动更
科学的评价标准“拥抱”所有的儿
童，让我们的下一代放心大胆地长
大个儿。

“个儿高”的儿童不免票？
长得快的儿童也是儿童

□新京

一款号称能治疗痛风的“黑
骨藤长寿茶”在网上销售火爆，但
记者发现，这款销售火爆的所谓

“长寿茶”标示的厂址竟然不存
在，经销公司也无办公地点。更
要命的是，这款所谓的“长寿茶”
已经导致一些消费者出现胃部疼
痛或者消化道出血的症状。

销售“长寿茶”的店家声称，
黑骨藤和追风藤属于西南地区少
数民族的传统药材，但《中国药
典》却并未收载黑骨藤、追风藤。
而厂家为了更有效，竟然还添加
了双氯芬酸钠、布洛芬和西地那
非等西药成分。

一些生产者之所以要如此操
作，目的是为了展现其所标榜的
治疗功效。而双氯芬酸钠和布洛

芬都具有较强的镇痛作用，在“长
寿茶”中添加这两种西药可让消
费者将药的功效当成茶的功效，
进而成为他们的“收入来源”。

药品难免会有一定的副作
用，患者如果在医嘱之下服用，不
会出现不可控的局面。比如医生
在开双氯芬酸钠、布洛芬成分的
药品时，也会开保护胃黏膜的药，
一旦出现胃部不适或黑便等现
象，也会迅速停药并采取补救措
施。但饮用“长寿茶”的患者却是
在完全不知情下服用，便丧失了
主动减少副作用的机会。一些饮
用“长寿茶”的消费者出现了胃部
疼痛甚至消化道出血症状，原因
也就在于此。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
解为，正是经营者在“长寿茶”里
下“药”，才导致对消费者的身体

产生危害。因此，如何防止一些
不正当经营者向食品、保健品等

“食物”中非法添加西药的行为，
该成为有关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
课题。

事实上，这类现象不在少数，
“长寿茶”中非法添加西药成分只
是其中一个缩影。据《信息时报》
报道，2016年8月，广州越秀区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该
区一商行检查时发现，该商行老
板就在凉茶里违法添加用于治感
冒的西药对乙酰氨基酚和马来酸
氯苯那敏成分，以增强效能。

新华社2018年6月的一则报
道称，一些商家所宣称的“喝着咖
啡就能减肥”，也是在咖啡里加入
西布曲明等违禁成分。更普遍的
一种现象是，在保健酒里非法添
加西地那非（俗称“伟哥”）。2015

年 7 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通告
称，共有51家企业涉嫌在69种保
健酒、配制酒中违法添加西地那
非等药品。

非法添加西药之所以成为一
种“潜规则”，原因在于难以被检
测到，检测的成本和条件要求较
高，也难以得到普及。因而，相关
监管部门就需要加大日常监管以
及时发现线索，以“零容忍”高压
态势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对
生产者、销售者依法从严处理。

作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费者本身也需要对这种行为说

“不”，并积极成为打击力量的源
泉。只有消费者主张自身权益的
维护，才能提升消费者在市场中
的地位和权利，也才能有效地打
击在“长寿茶”等各类保健品、食
品中非法添加西药的行为。

别让非法添加西药成食品业的“潜规则”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也有相似的不幸。爱孩子、关心孩子的成长，是教育的必然责任，而建立事后的
特殊教育机制，也是有关方面必须解决的系统工程。

如何防止一些不正当经营者向食品、保健品等“食物”中非法添加西药的行为，该成为有关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课题。

近几年来，网络消费发展
迅猛，微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
表，同时也成为消费者权益受
损的重灾区。对于那些无实体
店、无营业执照、无信用担保、
无第三方交易平台，进入门槛
低的微商，若与消费者发生消
费纠纷，一些微商往往通过更
换账号或直接删除“好友”关
系，试图逃避法律责任。

《电子商务法》1月 1日起
实施后，微商作为电子商务经
营者在法律上被明确，相应地
就要承担起对应的义务与责
任，这将为消费者维权提供有
力的法律依据。

新华社发

微商被关进
法律的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