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治超不能重弹“以罚代管”的老调
本报评论员 林琳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50秒带你打卡警博会》

第 11 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于 5 月 11 日至 14
日在北京首钢会展中心举行。其中，公安机关装备馆由

特警装备展区、禁毒技术装备展区、刑事技术装备展区等

13个展区组成，920余种装备参展。

扫描二维码戳视频，50秒带你打卡警博会酷炫新展

品！ （本报记者 陈丹丹）

50秒带你打卡警博会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工小妹：微信个人所有，使用须公私分
明！》

因未在朋友圈转发所在医院的微信链接，重庆涪陵

某妇产医院驾驶员陈某不仅被扣除工资 1 万元，还被解

除劳动合同。法院判处医院补发陈某被扣除的工资，并

支付赔偿金。北京的李女士因休息日需要在微信群中回

答客户提出的问题，由此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法院判

定，公司应支付加班费共计 3万元。

无论是微信朋友圈，还是微信群，都属于劳动者的私

域，用人单位不能将手伸得太长。

（本报记者 贺少成 赵琛 白至洁）

微信使用须公私分明

相约四季看新疆

追一路繁花，看一路繁华！“四季看新疆”之“追着花

儿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中央媒体、援疆省市

媒体等组成的全媒体报道团队，将前往伊犁、塔城、和田

等地，循着花香一路探访，以全媒体报道方式，多视角为

您见证、记录百花齐放的大美新疆！

（本报记者 吴铎思 徐新星）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四季看新疆之追着花儿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
启动》

精雕细琢一口好牙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精雕细琢一口好牙｜三工视频·新360行之
口腔技师》

融媒作品选粹G

文字整理：张冠一

韩宇是一名口腔技师，目前在北京一家口腔医院

工作。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负责给患者设计和制作

假牙。

韩宇认为，口腔医生的工作就是相当于给房子做地

基，而口腔技师就是在上面盖房子、做装饰装修的人。

口腔技师在国内来说，人员比较稀缺。

（本报记者 车辉 张冠一 雷宇翔）

评论·融媒 2023年 5月 18日 星期四 5责任编辑：张子谕 张冠一
E－mail:grrbplb@sina.com

“全职儿女”等于“啃老”？不必急于下结论

5月 13日，“中国三农发布”（中国农业电

影电视中心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记者暗访电

子治超问题的报道。视频显示，近年来，河南

安阳的一些货车司机不时收到有关超限运输

的罚单，有的司机两年内收到58张罚单，罚款

金额总计27.5万元。这些罚单都源自“不停车

称重检测”——在主路上埋设地磅，货车经过

时会被自动称量，如果因超载导致车身超重，

就会被视为超限运输。这种方式也被称为电

子治超。

如果货车确实存在超限拉货的情况，被有

关部门依法处罚，实属正常。但不太正常的

是，从记者暗访和调查来看，对有些罚单，货车

司机是认的，但也有不少罚单，让他们感觉莫

名其妙——第一，他们经过地磅时，并未看到

路边相关屏幕上提示其车辆“涉嫌超限”；第

二，有的罚款通知书甚至时隔一年才收到；第

三，司机拉货出场时也称了重，当时并未超限，

但到了“公家”的地磅上，就显示超限了。暗访

还显示，对超限车辆，当地执法部门并不要求

卸载相关货物，而是继续“来去自由”，后续收

罚单、交罚款即可。更有当地交通运输局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相关人员表示，地磅可能有误

差，货车得“匀速通过”，“财政都没钱了，这叫

执法到位，该罚的钱，必须得罚”……

治理货车超载超限的目的很明确，保证交

通运输安全，保证驾乘人员及其他道路交通参

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道路、桥梁等公共

设施的使用寿命和性能等。但从上述暗访中

不难看出，当地执法部门对货车是否超限、对

超限后可能带来的隐患和威胁，并不太关心，

说白了，在他们看来，安全不重要、罚款才重

要。这显然不是道路交通执法的正确姿势，背

离了治超的初衷。

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道路交通执法

部门曾存在以罚代管、靠罚款创收等情况，但

随着依法行政的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

提升，类似的做法逐渐“偃旗息鼓”。罚款只是

手段，纠偏、整治才是目的，要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逐渐成为基层执法的共识和要求。

具体到治理超限超载，《交通运输部 公安

部关于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

度化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中明确，联合执

法要严格执行“十不准”纪律，其中第七条就是

“不准对违法超限超载车辆只罚款不卸载”。

由此不难看出，上述地方的执法行为本身存在

不规范问题。而且，超期送达处罚通知往往会

造成当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反复违法违规，

进而被罚了又罚。这些都指向了“以罚代管”

的老调重弹。

货车司机挣的是辛苦钱，他们以车为家、

与路为伴。吃口热饭、洗个热水澡、睡个安稳

觉，对一些司机来说可能算是奢望。但公众越

来越意识到，货车司机的工作连接着千家万

户、连接着天南地北。新冠疫情期间，他们为

保通保畅做出了贡献，也承受了不少委屈。如

今，他们忙碌的身影折射出各地经济的恢复和

活跃。对这样一个群体，方方面面都应积极为

其遮风挡雨，给其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近年来，为了维护包括货车司机在内的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诸多地方和部门

出台了不少规定和政策，落实落细了不少举

措，比如，最大限度把货车司机吸引到工会组

织中来，为他们送保险、送体检、送法律服务

等；“司机之家”建设工作不断推进，其服务事

项和渠道不断丰富拓展。最近，交通运输部制

定《2023年开展关心关爱货车司机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提出将着力保障货车司机合法权益，

优化货车司机从业环境，明确了今年工作的具

体目标及时间表。如此现实语境下，用治超

“敛财”进而误伤货车司机之类的事情实在不

该发生。如果货车司机确实违法了，当然应该

依法惩处，但如果有个别地方和部门借执法权

损害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则不应被轻纵。

无论传统治超，还是电子治超，依法执法、

精准执法，都是必然要求，同时，如果还能多些

人性化考量，执法效果应该会更好。

如果货车司机确实违法了，当
然应该依法惩处，但如果有个别地
方和部门借执法权损害货车司机的
合法权益，则不应被轻纵。无论传
统治超，还是电子治超，依法执法、
精准执法，都是必然要求。

斯涵涵

据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 5 月 16 日报

道，最近，“全职儿女”的话题引发了诸多关

注与热议。与传统意义上的“啃老”不同，网

络上对“全职儿女”的解释是，一种新型的脱

产生活方式：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他

们一般有着较高的学历和清晰的职业规划，

但受限于近几年渐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选择

暂时在家作为过渡，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

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

考公考研上岸。

不少人认为“全职儿女”就是“啃老”，但

“全职儿女”更认同将自己定义为在打工——

自己付出劳动获得报酬是一种等价交换。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养老院等基

础设施和资源配套远未跟上，不少老人无法

享受自己想要的养老服务。同时，还有一些

老人其实更愿意在家养老，一来可以消除陌

生环境、陌生人所产生的压抑和不适，二来

熟悉的家居环境和邻居可以慰藉老人孤独

的心灵，居家养老也大幅降低了公共养老的

压力——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提出

“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

居住”，这说明居家养老也是政府大力提倡

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方式。

一直以来，养老服务人员相对不足是老

年服务工作的瓶颈之一，很多人不愿意从事

这种琐碎、辛苦的工作。薪水太高，一般老

人承受不起，薪水太低，又留不住人，陌生人

之间的隔阂也容易引发一些纠纷。对比之

下，“全职儿女”就有了显而易见的优点：照

顾自己的父母，既避免了雇保姆等开支，也

可以强化陪伴和亲情，还可以减少子女工作

压力、经济压力。

“全职儿女”的出现，一方面是父母与

子女的“一拍即可”，职场竞争激烈、就业压

力大，一些人在权衡之下选择回家作为过

渡，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父母的经济支持，

而父母也愿意以这种“享受服务”的方式给

予 子 女 一 些 报 酬 和 支 持 。 另 一 方 面 则 说

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价

值理念日趋多元，社会的包容程度越来越

高，人们对一些新事物、新现象，对异于从

前的家庭相处模式及生活方式可以保持开

明、尊重的态度，如此，“全职儿女”才得以

出现且逐渐增长。

至于“全职儿女”是否等同于“啃老”，其

实不必急于下结论。有些人确实有能力，只

是想短暂休憩，“全职儿女”在照顾父母同

时，搞副业、游学、考察就业市场、学习新技

能等都不耽误，重新工作积蓄能量，但也不

排除有些人是娇生惯养、怕累怕苦、眼高手

低，把“全职儿女”当成了逃避现实、寄居父

母甚至啃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全职儿女”是当代年轻人工作与生活

方式多元化的一种体现，随着老龄化社会的

到来，今后可能会有更多年轻人在权衡自己

的工作、生活与家庭的需要之后，选择做“全

职儿女”。对此，人们应该理性、辩证地去看

待，当然，也要注意防范老年人群体的合法

权益被不靠谱的“全职儿女”侵占。

“全职儿女”们也要明白，孝顺、尊重、自

立自强应该成为其关键词。不要用“父母的

钱给子女是天经地义”等观念绑架亲情，更

不能不劳而获。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家庭

观，用温馨的陪伴、辛勤的劳动创造属于自

己的美好生活。

戴先任

据新华社 5月 16日报道，近日，重庆

璧山法院审结一起由小区公共收益归属

引发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判决物业

公司向小区业委会返还公共收益 3万余

元。该物业公司在与业委会的相关合作

协议到期后，仍按照先前合同约定向第

三方收取相关租赁费，法院认为物业公

司的行为已实际侵占了业主的公共收

益，遂作出上述判决。二审判决维持了

原判。

小区的经营性收益不少，比如停车

费、电梯间广告费、活动场地费、公共摊

位租赁费等，但不少小区的这块收益长

期被物业公司占有，业主不仅没能享受

到这部分收益，而且可能对这部分收益

的多少毫不知情。久而久之，业主们的

合法权利就被完全架空，小区经营性收

益成了一些物业公司的囊中物。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建设单位、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

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

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物业服务公司

需定期将公共收益的情况以合理的方式

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

会报告。可见，小区经营性收益应该取

之于公，用之于公，业主作为小区共有部

分的物权人，拥有对公共收益的知情权、

监督权和公共管理权。正因此，就小区

经营性收支、公共收益不能成为一笔糊

涂账，更不能成为物业的“私房钱”。

确保小区公共收益算得清楚、用得

明白，首先要建立健全规范的管理与监

督机制。此前一些地方出台了对共有收

益监管的地方规定，比如《杭州市物业管

理条例》明确，物业经营性收益管理账目

每年向业主公布一次；《广州市物业管理

条例（草案）》用专门的章节对业主共有

资金进行规范，从管理、使用、公开、监督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维护好业主的合法权益，还需提高

业主与物业公司博弈的能力，比如街道、

社区要帮助小区成立合法且能充分代表

广大业主利益的业委会，业主也要主动

积极参与小区事务，积极表达合理诉求，

维护自身权益。

某种角度上说，让小区经营收入这

个“钱袋子”攥在业主手上，也是推进共

治共享、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一种途

径。如此，业主的合法权益才更可期。

乐 与 忧

图 说G小区公共收益
应该是笔明白账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俗称“老头乐”的低速电动车近
年来销量节节攀升，但其随处可见的危险让人笑不出来。近
日，北京有关部门强调，自2024年1月1日起，违规“老头乐”
不得上路行驶，不得在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停放。
此外，江苏、安徽等多地也通过不同方式进行严控。

各地收紧包括“老头乐”在内的低速电动车的使用，有人
欢喜有人忧。对于一些希望借此实现“出行自由”的车主而
言，少不了心中抱怨；但对于其他交通参与者而言，严控此类
不上牌、不需驾照、不上保险的车辆上路，无疑相当于铲除了
不少“定时炸弹”。对此，也没有必要制造焦虑和对立。一者，
对违规车辆及其安全隐患进行整治实属必须；二者，给违规电
动车减量，其实是给更多人的安全做加法。长远看，让大家都
平安，才是更好的选择。当然，如此数量的违规“老头乐”如
何、妥善处理掉，值得进一步探讨。

赵春青/图 嘉湖/文

弓长

据 5 月 14 日《广州日报》报道，原本被用

于成人 2型糖尿病患者的处方降糖药司美格

鲁肽，不久前被炒作成“减肥神药”。不少人

使用该药后，也给出了经验分享：“终于从易

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了”“打减肥针 5 个月，

从 120 斤 减 到 98 斤 ，脂 肪 率 从 27% 降 到

19%”……而医药电商对处方的审核不严，一

定程度助长了司美格鲁肽的滥用。

肥胖本质上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而

不少肥胖者都伴有高血糖的症状，因此，从司

美格鲁肽的药理上看，使用其减肥确实可能

有一定效果。因为该药通过皮下注射后，可

以达到抑制食欲的目的，使患者对高脂肪食

物的偏好相对降低，调节下丘脑摄食中枢减

少食物摄入、增加饱腹感、抑制胃排空、降低

胃肠动力，进而达到减重的目的。

然而目前，我国尚未批准司美格鲁肽用

于减肥，在临床上其还只是用于糖尿病的治

疗。未经身体健康评估私自购买使用该药，

面临着不少副作用和风险。比如，其往往会

引发胃肠道不适，出现腹胀、腹痛、便秘甚至

呕吐；有甲状腺髓样癌既往史或家族史的患

者不能使用，等等。

鉴于一些人对这一药物的随意使用和风

险，不少医院已经开始收紧相关科室的处方

权，以从源头上把好关。于是，不少有减肥需

求的人开始纷纷通过线上平台、代购渠道等

购买该药，甚至前往医美机构注射该药。

去年起实施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

办法》对药品网络销售管理、第三方平台管理

以及各方责任义务等作出规定，但媒体相关

报道显示，不少互联网医疗平台仍“按需开

方”，存在对患者处方审核走过场、开药医生

资质不全等乱象。这背后很大的原因还是有

利可图，比如，网售的司美格鲁肽价格普遍高

于医院，两者之间存在不小的利润空间；目

前，我国处方药市场规模已达万亿级别，强大

的市场需求和潜力还在增加，传统的线下渠

道已经很难与这种需求匹配。

医药电商顺势而为拓展市场和业务范围

无可厚非，但过度逐利、放任处方药随意买

卖，把用药风险完全甩给消费者，不仅是一种

社会责任的缺失，更是在不断试探法律的底

线。放任类似乱象，还可能反噬正常的互联

网诊疗服务。

医药电商在药品网络销售活动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必须站在保护公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在

在线开方、处方流转、网购售后等方面严谨、审

慎作为，尤其不能充当处方药滥用的推手。

针对药品网络销售虚拟性、隐匿性、发散

性等特点，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风险模型等技术手段，加强对处方药的

监管，实现处方药全链条监管、全过程追溯，

堵上处方药被滥开、乱用的漏洞。

处方药乱用，真的不是小事，“遵医嘱”的

红线不能随意逾越。

医药电商别成处方药滥用的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