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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二选一”必须坚决根治

4 月 13 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

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

行政指导会。

会议指出，我国平台经济总体态势

向好。但强迫实施“二选一”问题尤为突

出，是平台经济领域资本任性、无序扩张

的突出反映，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公然

践踏和破坏。强迫实施“二选一”行为限

制市场竞争，遏制创新发展，损害平台内

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危害极大，必须坚

决根治。 @人民日报

微声音

做到这三点，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一是忙起来，充实使人快乐；二是

动起来，运动带来愉悦；三是有个好心

态，珍惜拥有才能收获快乐。好的身体

是革命的本钱，坚持运动是快乐的源

泉。活在当下，珍惜拥有，才能拥有快

乐的人生。 @人民日报

遏制“精装暴利”还须监管发力
■ 斯涵涵

还有多少“天量”罚单路段亟待优化？
■ 张淳艺

近日，佛山广台高速 43 公里 200 米处

一岔道口“天量”罚单引发热议，有车友查

询交通违法时发现 62 万余人在此处违章。

4月12日晚，广东佛山交警通报称，公安机

关高度重视，在交警部门的积极协调下，业

主单位即日起对该路段标志标线集中进行

优化改进。（4月13日《北京青年报》）

这件事情值得其他地方扪心自问，举

一反三。还有没有类似不合理设置的“电

子警察”及交通标志标线？还有多少“天

量”罚单路段亟待优化？近年来，随着道路

管理日益智能，全国多地都在增设交通“电

子警察”。“电子警察”有助于遏制交通违法

行为，规范路面行车秩序，但一些地方对于

“电子警察”重建设、轻管理，只是机械地

“按图索骥”，对抓拍到的违章行为进行处

罚，缺乏必要的分析研判。

据统计，2020年全国交通罚款总额3000

亿元左右，平均每车罚款逾千元。尽管交警

部门一再澄清，交通违法罚款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当事人交纳后直接上缴国库，交

警部门没有罚款任务，却依然不乏“以罚代

管”“执‘罚’经济”的质疑。正如网友所言，

罚款从来不是目的，只是治理交通的一种手

段。对于“电子警察”抓拍情况，交警部门在

处罚的同时不妨定期“回头看”，从交通违章

表象之下发现深层次问题。尤其是一些车

主经常被拍、“吸金”能力超强的高频违章路

段，究竟是车主自身不良驾驶习惯造成的，

还是交通标志标线不合理导致的，交警部门

必须弄清楚，该提醒的提醒，该改进的改进，

而不能一拍了之、一罚了之。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

通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韩德云建议，防止

滥设滥用“电子警察”，提高交通公正执法水

平。从某种意义上讲，坐视“电子警察”沦为

罚款机器，也是一种滥用，有悖于科技赋能交

通管理的初衷。“电子警察”的火眼金睛，不应

只照出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应发现有碍

规范驾驶的道路隐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

质疑，提升公信，让广大驾驶员和交警部门

相向而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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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屏蔽父母也是一种权利诉求
■ 张西流

你会在朋友圈屏蔽

父母吗？记者就这一话

题在光明日报微博进行

了一个小调查，截至4月

5 日有 26.8 万人阅读了

这一话题，1563 人参与

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63%的人会在朋友圈屏蔽父母。虽然调查仅

限于是否屏蔽父母，但是在回帖中反映的意

见显示，相比父母，领导和老师似乎更“不受

欢迎”。（4月13日《光明日报》）

中国已全面步入微信时代，不仅是年轻

人，一些中老年人，如果没有使用微信，便被

认为落伍。微信的兴起，也加速了人群“圈

子化”，如同学圈、朋友圈、同事圈、家庭圈

等。然而，微信似乎是代际之间的绝缘体，

子女的微信朋友圈大都屏蔽了父母，也不愿

关注父母的朋友圈。如调查结果显示，63%

的人会在朋友圈屏蔽父母。

另有媒体调查显示，在受访的 40 位子

女中，虽然有 17 位子女将父母加为微信好

友，但有14人将父母“拉黑”。他们有的担心

父母催婚，有的为了报喜不报忧，有的觉得

自己的生活不能被父母理解。也许有的父母

知道被子女屏蔽或“拉黑”了，会觉得“很受

伤”，毕竟，他们进入子女的微信圈，分享子女

与朋友的喜怒哀乐，也是出于关爱子女的本

能，并无“偷窥”的恶意。然而，在绝大多数子

女的潜意识里，父母永远都是管理者的角

色，在朋友圈里分享的内容，很多都会暴露

自己的行踪和心情，因此，子女潜意识里避

开束缚、渴望自由，就将父母屏蔽或“拉黑”。

事实上，子女将父母加为微信好友，更

多地是出于一种礼貌和对父母的尊重。子

女屏蔽或“拉黑”父母，也是一种权利诉求。

做子女的也有自己的隐私，而且这种隐私是

与年龄的增长成正比的。比如，小时候，自

己的书包和日记本，深藏着自己的隐私，因

而成为父母的“禁地”；一些地方出台的保护

未成年人法规，将“禁止父母翻看子女日记

本”等条款纳入其中。随着网络和手机的普

及，对于青春期的子女来说，手机和电脑也

是父母的“禁地”，为了防止父母进入，不得

不设置了密码。同样，如今的微信朋友圈

中，也有子女的隐私，而有些隐私，是他们不

愿意与父母“分享”的。

可见，微信朋友圈屏蔽父母，关乎隐私

无损亲情。对此，做父母的非但不应该表示

反感，反而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毕竟，尊

重子女的隐私，既是一种法律规范，也是道

德和亲情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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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装修亦

然。然而，多级转包套路多，监管缺失

维权难，满分承诺负分施工，精装房变

“惊装房”……群众吐槽装修市场处处

坑。一些地方相关矛盾纠纷突出，成信

访高发领域。（4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我国法律规定，经营者应当遵循公

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开发商名

曰精装房，实际“惊装房”，违背了诚实

信用原则，严重侵犯了购房者的知情

权、公平交易权，败坏行业风气。而新

建商品住宅全装修也属于房屋建筑工

程整体质量安全的一部分,不合格的精

装修房不仅让花费大价钱的购房者感

到不安与欺瞒，房屋质量问题也为日后

的居住埋下安全隐患，纠纷频发也影响

社会安宁。

精装房变“惊装房”折射房建痼疾，

对此，各地监管部门已有所行动，出台

了一些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质量安全

管理规定，旨在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规范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活动、加

强质量安全管理。但因为目前监管机

构也缺乏完善的、精细化的行业评估标

准及严厉的处罚措施，监管执法人员有

限，常处于被动监管状态，导致住房装

修市场乱象丛生，民众颇有怨言。

安居是民生大事。化解“惊装房”

积弊，让精装房名副其实，政府部门要

加强管理，细化措施，例如设立资金监

管账户、推行第三方监理人制度、完善

合同设置、降低维权成本、多部门协同

作战、全链条严打欺诈哄骗。用强有力

监管督促开发商坚持行业规范，秉持社

会责任感，用货真价实的精装房赢得市

场口碑与消费者的认可。

广大购房者也要听从专业人士的

建议，保存好开发商的相关广告、宣传

资料作为证据，收房前逐一验收检查，

遇到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还可采取集

体维权、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坚决

遏止精装房变“惊装房”的不正之风。

拒之“门外” ■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