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递善行，为人为己
春节前，市民武女士在自家米线店

捡到一个包，内有1.8万元现金，她设法
归还了失主；21 日，她准备去银行存
钱，却把装着一部苹果手机和 4800 元
现金的包丢了。正当她心急如焚之际，
捡到包的丽景门景区管理员邵洛玲正
联系警方寻找她……包失而复得，武女
士欣喜之余，不禁感叹“善有善报”。

助人之后得人助，武女士的经历，
彰显了善行传递的温度与力量。

可能很多读者都在社交媒体上看
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失明老人打车回
家，下车时，计价器显示14元，出租车
司机小心翼翼地把他搀扶到小区保安
处，说：“大爷，我不收你的钱，因为我比
你挣钱容易。”这时，从小区内走出一位
老板模样的人，上车后和司机一路畅
谈。下车时，计价器显示16元，他却掏
出 30 元给司机说：我替刚才那位盲人

把车费掏了。我也不伟大，但挣钱比你
也容易点，就希望你能继续做好事！

好几年了，我总能在手机上见到朋
友们点赞与转发这个小故事。为什
么？正是因为它契合了人们渴望善意、
善行传递下去的一种心理。

生活中，谁都不会样样顺心、事事如
意，都会遇到一些急事难事烦心事。这
个时候，我们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帮助，看
到有人伸出援手，自然会心存感激；同
时，我们也不妨将感激之情化为行动，握
住善行的接力棒，并把它传递下去。

多数时候，我们不缺少行善的意愿
和能力，而是缺少把善意变成行动的
勇气。如果每一个在受助后心中有所
触动的人，能够鼓励自己也做些什么，
那么善行必定蔚然成风。

传递善行，为了现在的别人，和将
来的自己。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传递善行，为了现在的别人，和将来
的自己。

■漫画漫话

说说学区房
□尔冬/文 朱慧卿/图

洛谭有话

过年放炮是传统习俗，尤以除
夕、正月十五最为集中。前天晚上洛
城一些地方，硝烟味道不小；高层住
宅密集的小区，那一波波的巨响尤
甚；个别广场、游园，孔明灯排着队飞
上天……

今年春节，上海不让放炮。登
门宣传，告知“禁燃”规定，组织志愿

者、小区楼组长等巡逻，发动群众举
报……“禁燃”大考过后，该市公安局
的通报显示：截至2月22日24时，上
海实现外环线内中心城区基本“零燃
放”。多少年了，“禁燃”总是让人纠
结的问题，该不该做？如何做？都费
思量。力度如何把握？手段如何创
新？上海的经验，值得关注一下。

总让人纠结的“禁燃”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塑料书皮，你给孩子买了吗？

新学期开始了，对许多孩子们
来说，给新课本包书皮是首要任务
之一。然而，就在前几天，江苏、上海
等地质检部门调查发现，因为增塑
剂超标等问题，塑料书皮可能存在
安全隐患。对此，众网友议论纷纷。

塑料书皮有问题，这个事儿对
@洛阳好备T来说并不新鲜：以前
上学的时候买了很多，方便、耐磨
是真的，就是味道太大。@lvming36
补充道：尤其是便宜的那种塑料书
皮，更严重！

不过，最让@白日梦猫不解的
是“为啥非要包书皮”：难道这是学
校的硬性规定？老师们还要检查？
@一页西国则说：现在的课本质量
也不差，哪儿那么容易磨坏？多此
一举，就是为了检验学生对课本的
爱惜程度？

回想起学生时代，@秋刀鲤鱼
认为还是用旧挂历包书皮最合适：
废物利用，绿色环保，还省钱。以前
的书皮都是外公给我包的，先用旧
挂历包好，再用透明胶带固定住，
跟塑料书皮一样结实。@听雨宣-

苏绿问道：问题在于，现在还有多
少家长会包书皮呢？@千山寒接过
了话茬儿：现在哪儿还有旧挂历？
牛皮纸倒是能买到，只不过家长也
嫌麻烦，还是买塑料书皮方便。

话说回来，既然塑料书皮有争
议，为何还能如此畅销？@珊子继
续冬眠了发言：这东西有没有质量
问题，商家自己心里肯定清楚，但
在市场和利润面前，只管挣钱罢
了。@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分析：
符合质检要求的书皮也有，但是成
本相对较高，一些生产厂家都学会
压低成本了。@喊我黄三金不以为
然：说到底，还是监管力度不够。

“除了书皮，中小学校旁的商
店内还有不少商品有质量问题。”
@樊耀文微博觉得，中小学生市场
存在大量的“三无产品”，本身就是
值得警惕的问题。“学生这个消费
群体在辨识能力、维权意识等方面
有欠缺，易被某些商家钻空子。”@
珊子继续冬眠了最后说：开学前的
突击检查很重要，但长远来看，监
管还须常态化。 （陈曦）

龙门 站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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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在22日召开的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不强制
要求个人网店进行工商登记，不具
备工商登记条件的网店，应向其所
在的第三方平台登记相关信息。（2月
23日《新京报》）

古今中外，对于引车卖浆的贩夫
走卒，市场管理就当怜其三分。

小本网店，营生不易。尤其是在
经济转型、消费疲软的大背景之下，这
些不起眼的小店面，可能承载着年轻
人的“马云梦”，亦可能承载着再就业者
的一日三餐……去年2月，《经济参考
报》记者在阿里巴巴举办的培训班上获
悉，淘宝集市店有600多万个卖家，真正
赚钱的不足30万个，仅占5%；天猫商城
店，6 万多个卖家，不亏本的，不足
10%。无独有偶的是，央视也曾做过一
期节目《伤不起的淘宝村》，讲述了淘宝
上小商家的艰难处境。数据当然是流

动的，纵使管理者并无增加经营者负担
的本意，但只要事实上增加了其营商成
本，对于小卖家来说，这就有可能成为
压垮其斗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市场不仅讲“情”，还得讲
“理”。一来，对自然人开网店进行规
范，工商总局早就推出了允许可以不
经过工商登记的特别规定。二来，工
商登记仅仅是种效力有限的职能，并
不能对假冒伪劣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逻辑上说，事前增加网店审批手续，
就能保证各个店主往百年老字号的路
上狂奔？这想法太过天真了。再说，
自古以来，自然人之间的小本交易，本
就是自由而多元的状态，无须公权事
无巨细去插手。

小微企业双创活力刚被激发出
来，减税减负成为潮流、贴身服务成为
主流，于此而言，“不强制要求个人网
店进行工商登记”当成为合情合理的
制度预期。

【新闻背景】刚开学，一则“教育部
放大招，学区房可能白买了”的消息吓
到不少家长。教育部办公厅近日下发
《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
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在教育资源配
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根据
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这
是教育部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实施
多校划片。（见本报今日B12版报道）

啥叫多校划片？简单来说，就是一个
小区对应多个小学或者初中，你买了学区
房，也不一定就能让孩子上心仪的好学校。

高招改革有一个“三年早知道”的

原则：如果有新政策，得提前 3 年叫大
家知道。中心小学招生没这原则，政策
调整，常会引来一阵惊呼，就像这次。
谁家有钱买学区房，孩子就能上好学
校，一直被批评，被指责“不公正”。多
校划片，正是对此进行纠偏。

那现在怎么确定哪些孩子能上好
学校呢？随机派位。随机派位，按说拼
的应该是运气，但即使“随机”，也得有
人操作，有人执行——在优质教育资源
仍未均衡发展，家长择校冲动仍难消减
的现实情况下，随机派位的操作如何确
保公平，仍是个大问题。

■洛浦听风

“不强制个人网店工商登记”
当为常态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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