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让“蒜你完”“蒜你狠”
无限循环

再过一个多星期，新蒜就要大量上
市了，但蒜农们并没有丰收的喜悦。我
市产的一部分蒜薹虽未出现类似外地
滞销的情况，但价格确实较往年低了不
少，不少蒜农表示今年可能赔钱。

蒜薹价格下跌，蒜农赔钱，最直接
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供求关系失衡。市商务局
工作人员介绍，从去年开始大蒜供需
紧张，洛阳大蒜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于
是，蒜农普遍扩大种植面积。大蒜种
植面积盲目扩大，导致蒜薹产量大幅
增加，从而造成供求失衡，蒜薹的产量
超过了市场的实际需求量。

第二，蒜薹价格下降，更早掌握市
场信息的批发商、中间商、菜贩子压低
蒜薹的收购价，减少蒜薹的收购量，把
损失转嫁到蒜农头上。于是，“蒜你
完”受损最大的，是辛苦种植一季大蒜
的蒜农们。

两个原因，归根结底一句话：“蒜
你完”是“蒜你狠”惹的祸，“蒜你狠”一
再发生，必将引发“蒜你完”。

“蒜你狠”确实让一些大蒜种植户
和经销商挣了钱，但由此引发的跟风
种植，造成了来年的菜贱伤农，同时，

“蒜你狠”也增加了市民的生活成本。
而“蒜你完”看似降低了市民的生活成
本，实际上很容易使菜农减少种植面
积，从而导致“蒜你狠”卷土重来。因
此，“蒜你狠”也罢，“蒜你完”也好，最
终伤害的还是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

避免大蒜在“蒜你狠”和“蒜你完”
之间无限循环，需要多方发力，需要加
强农产品的生产引导和市场预判。

首先，职能部门应对价格、交易量、
产量等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测，利用大数
据，对蒜薹等蔬菜的生产、流通进行分
析，预判未来大蒜等蔬菜的生产和销售
情况，发布必要的种植预警，引导农民
有序生产农产品。其次，建立蔬菜储备
机制，强化对农产品市场的监管，杜绝
资本炒作、恶意囤积居奇，以免误导市
场和农民。另外，也可以研究扩展农产
品的深加工，改变蒜薹等只能作为时令
菜的状况。当然，对于种植户来说，在
低头种蒜的同时，也要学会抬头看市
场，学会对市场进行必要的研判。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蒜你狠”
时一哄而上，在“蒜你完”时一哄而散
的情况；既让农民有钱可赚，市民的菜
篮子也不再沉重。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避免大蒜在“蒜你狠”和“蒜你完”之
间无限循环，需要多方发力，需要加强农
产品的生产引导和市场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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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男子酒后叫代驾送自
己回家，代驾和朋友将其送至小区后，
男子自己驾车寻车位，在倒车过程中连
碰两车。交警到场检测发现其血液中
酒精超标。男子因此构成危险驾驶罪，
一审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
并处罚金2000元。男子不服上诉，二
审判决仍认定其构成危险驾驶罪，但犯
罪情节轻微，故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5月10日《南方都市报》）

经查，该男子所住小区面向社会大
众停车，小区道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道路”，
法院以此对其做出的处罚判决无可厚
非。发生在小区内的车祸很多，即便轻
挪慢停也不能大意，酒驾的安全隐患自
然更大。

想来费解，为什么男子不能让代驾
一步到位呢？是大意吗？可能，八成以
前也常干但没出过事儿。是侥幸吗？也
许，毕竟小区内没有交警站岗。可惜，安
全走了99步，却倒在了最后关头。

荧屏上总能看到类似的画面：面对
执法处罚，违法者常说“头一次”“不小
心”。可见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律的
敬畏感不强，视违法如儿戏，认为错“一
次”“一点儿”也无妨。有人多次指出，
中国人在面对和处理规则时很“圆滑”，
更擅长通融、擦边儿。具体到守法上，
这种心态无疑是害人害己的。

此案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助于公众
看清法律的边框：法律是铁板一块，侥幸
违法决不允许；法律也讲人情，但免予刑
罚的判决首先要依照法理。须知，法的
宽容与守法“圆滑”是两码事儿——这守
法自律的心弦，时刻都要绷紧！

守法不能讲“圆滑”

让好人理直气壮得好处

为鼓励居民参与集体活动、多做
好事，老城区工农社区出台了一项制
度，做好事能攒积分换礼品。

做好事，赢积分，得礼品，这更像
一种“道德银行”。居民将善行以积分
的形式进行储蓄，达到一定数值即可
换取相应的物品。这不仅是对好人好
事的一种柔性呵护，更是对道德的引
领和驱动。

其实“道德银行”并非新鲜事儿，
15年前，长沙一社区创建了全国首家

“道德银行”。此后伴随各地“道德银
行”的不断开张，也有人忧心忡忡：“道
德银行”将道德物化、利益化，让道德
变了味儿。

诚然，道德不能靠金钱衡量，但道
德建设不只讲究无私奉献，也注重物
质和精神的鼓励。利人利己更符合大
多数人的心理需求。“道德银行”的可
贵，在于让做好事者理直气壮得好处。

做好事不求回报，的确是一种高
尚的品德，但如今人们的价值观念日
趋多元化，道德水平也千差万别。道
德高尚者，舍己为人；道德平庸者，利
己利人；道德败坏者，损人利己。以捡
到钱包为例，道德高尚者，会想方设法
找寻失主，不求回报；道德败坏者，千

方百计据为己有。那么，既不高尚，也
不卑鄙的道德平庸者呢？拿高尚者的
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们，让他们火速成
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完
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一种

“道德绑架”，而“道德银行”刚好填补
了这一空白！

“道德银行”为人们搭建了一个平
易近人的道德平台。“道德银行”产生

“道德利息”，“储户”通过善举的积累，
获取“道德积分”，得到“道德奖品”。
相对于空洞的道德说教，“道德银行”
更接地气，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也更乐
于接受。

正是在“道德银行”积分制的调动
下，工农社区居民参加集体活动和做
好事的热情高涨，一些被帮助过的人
也主动参与，纠纷和矛盾少了，互帮互
助多了，邻里关系更加和谐，甚至成立
了6支共百余人的志愿者队伍。

当然，无论什么银行，都要讲诚
信、严管理，才能持续发展，“道德银
行”也不例外。因此，社区“道德银
行”也要规范管理，运作都在“阳光
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
居民对“道德银行”的信任，从而召
唤更多人加入其中。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道德银行”产生“道德利息”，“储户”通过善举的积累，获
取“道德积分”，得到“道德奖品”。相对于空洞的道德说教，“道
德银行”更接地气，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也更乐于接受。

□冯保萍

【新闻背景】 5月9日，《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发布，该解释规定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造成被害
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
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规定，将被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月9日《法制晚报》）

公安部网络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许
剑卓表示，近些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的犯罪比较严重，行业内部人员已经成
为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重要
主体。

“行业内部人员”到底是哪些行业
的哪些人员？从公安部门打击网络诈
骗的情况看，银行、教育、医疗、工商、房
产、电信、快递、证券、电商等行业的有
些工作人员，充当了泄露个人信息的内
鬼角色。

对这些公共行业来说，因工作需
要收集个人信息本合理合法，公民在登
记个人信息时也“心无芥蒂”，如实填
写，但由于有些部门未能严格保护个人
信息，行业内鬼乘机近水楼台先得月，

把泄露个人信息当生意牟利。
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行为虽不

光彩，但与盗窃、诈骗相比算不上犯
罪。事实呢？个人信息保护防线失守，
骚扰电话、电信诈骗次生灾害丛生，现
实中个人信息泄露的不良后果触目惊
心，备受舆论关注的山东两名大学生遭
电信诈骗死亡案、清华大学教授遭电信
诈骗案，都是因为个人信息泄露之后的

“精准诈骗”导致的。
不严惩泄露个人信息者，内鬼不会

消失；只要有内鬼，个人信息就会“裸
奔”。为“裸奔”的个人信息披上“盔
甲”，需要从源头治理。

网络安全法明确了网络信息安全
的责任主体，确立了“谁收集，谁负责”
的基本原则。严厉的责任追溯制度，在
一定程度上倒逼相关部门严格落实信
息保护责任。

具体到执法，确定泄露源头、查处
内鬼的难度不可小觑。

如今需要填写个人信息的场所太
多，查询个人信息的行为也很普遍，这
就要求除了利用法律严查严治个人信
息泄露现象，公民也应注意保护个人隐
私，养成不随意填写或暴露个人信息的
习惯。

深挖内鬼，为个人信息披上“盔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