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9日，桐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与
孔城派出所等密切协作，通过天眼、卡口
监控、数据分析，成功侦破该市今年首起
亡人交通肇事逃逸案。（《安庆晚报》1月
14日）

交通事故不可预知也难避免。按理
讲，司机肇事后的第一反应应是立即报
警、赶快救人和保护现场，并积极配合公
安交警部门处理善后工作。但令人愤慨
的是，个别司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和承
担责任，竟然在肇事后迅速逃离现场，这
拷问的不单单是肇事者的道德和良知，
更是对生命的冷漠和践踏。

由于一些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悬而不
决、迟迟未破，无形中助长了肇事者的侥幸
心理，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上偏离了方
向。进一步来讲，如果警方的破案率不高，
即使法律对此的惩处再重，也不过是“纸上
的老虎”，无法真正起到法律的震慑作用。

破获交通肇事案，公安部门是责无
旁贷的，必须首当其冲，根据现场勘察、
走访取证等获取线索，抓获犯罪嫌疑
人。但公安部门既长不出千里眼、顺风
耳，也没有三头六臂、七十二般变化的能
耐，提高破案率靠他们“单打”较难，更需
要每个市民参与擒凶。

俗话说：众志成城。只要广大市民
深度参与，积极配合，长眼睛、添耳朵、增
力量，就不愁逃逸案子破不了，不法分子
能隐藏。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击交通肇
事逃逸不仅是警方行动，还应该是公民
行动。作为目击者和知情者，我们都该
扪心自问：有没有袖手旁观、看热闹的？
有没有胆小怕事、知情不报的？有没有

“与己无关”不闻不问的？对于事关人命
决不能无动于衷，也不能冷眼旁观，而应
以道义的名义，或第一时间追赶逃逸者，
或及时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惩处罪
恶，这也是文明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再往深里讲，交通肇事逃逸必须受
到法律严惩，但对发现逃逸事故后不报
案、不救人、不作证的行为，也应给予舆
论的谴责和相应的惩治。

杜绝交通肇事逃逸

需每个市民参与擒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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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两办”发出通知要求，
各县 （市、区） 根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要进一步分析研判
“两节”期间根治欠薪工作形势，
对全市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工
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确保各项
责任措施落地见效。（《安庆晚
报》1月11日）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由来已
久，其根治之难有如上“蜀道”。这
几年，安庆围绕完善制度设计、建
立预警机制、强化监察巡查等方
面，在治理欠薪难题上做了许多有
益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受新
冠肺炎疫情和宏观经济环境影响，
个别单位在欠薪问题上出现反复，
一道道防护墙仍时有失灵，实现欠

薪清零目标任重道远。
无论是 《刑法修正案 （八）》

提出“恶意欠薪入刑”，还是《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明确“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审查侦办路
径，这些法律规定都为农民工拿到

“辛苦钱”撑起了保护伞，现在的关
键是要把法网编织得更加细密，并
且长出“钢牙利齿”。一方面要加大
普法力度，把法律说在先，把道理
讲在前，并用一个个响当当、硬邦
邦的案例形成震慑力，让不敢恶意
欠薪、不能逃薪成为不可逾越的底
线；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敢
于动真格、下猛药，构筑“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大格
局。只有“蛇打七寸”，让欠薪者付
出“付不起的代价”，才能堵住漏

洞、刹住歪风。
实现欠薪清零，与其年底集中

清欠，不如日常做细工作，这是最
朴素的道理。从实践来看，或落实
工资月薪制，或设立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或落实建筑工人专用“实名
账户”，这些实笃笃的措施发挥了抓
源头、控过程、治末端的效能，要
将好经验、好做法总结提炼，并不
断打造“升级版”，一以贯之地执行
下去。更为关键的是，政府职能部
门、工会组织、行业协会、公益组
织要握指成拳，通过常态化日常巡
查、专项检查和联合督查，提前扫
清欠薪清零道路上的“拦路虎”。

欠薪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多种
原因，但终究是有征兆的。“互联
网 + ” 时 代 ， 要 通 过 多 平 台 协

查、大数据比对等手段，盯牢企
业运行状态和工资发放情况，对
建筑工地、小微企业、劳动密集
型行业等进行“健康体检”，做到
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把这些
工作想在先、做在前，扎牢预防监
管篱笆，就能真正堵塞隐患、控住
欠薪源头。

欠薪清零关乎农民工根本权
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只要拿出

“法治姿态”，强化预警监督，打好
组合拳，做足提前量，就能有效破
解欠薪病灶，真正实现劳动者“劳
有所获”。

根治欠薪要下狠手打“七寸”
徐剑锋

记者从市禁放办获悉，截至1
月 14 日，市区共排查沿街门市
6100余家，清理违规烟花爆竹经
营网点11家，收缴非法烟花70
件、爆竹130余万响，回购未售出
的烟花88件、爆竹4395万响，查
处违法燃放烟花爆竹案件1起。
（《安庆晚报》1月15日）

燃放烟花爆竹是流传千年的
传统习俗，也是辞旧迎新的“重头
戏”。但随之而来的是空气和噪音
污染、火灾和人身伤害事故，可谓负
面影响“一箩筐”，每每为人诟病。
随着时代进步、城市发展，年俗文化
也得有所改变，这是大势所趋。

可以说，禁放烟花爆竹，在安
庆已经具备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基
础，要让思想上的知道变成行动
上的自觉，还得进一步加大舆论
攻势，形成“违规禁放，人人敢打”
的浓厚氛围。挨家挨户发放“禁

放令”，“大手拉小手”践行倡议，
开展劝阻引导、巡逻值守……这
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要总结提升，
进一步走深走实群众路线，全面
凝聚起支持“禁放令”的强大正能
量，真正防患于未“燃”。同时，对
置禁令于不顾者，要零容忍、下狠
手，确保烟花爆竹燃放“禁得住，
不反弹”。

千年习俗一朝改，堵住源头是
关键。因此，对烟花爆竹的生产、
经营、储存、运输要全链式监管，拉
网式排查，在常态管理上形成合
力，在严打严惩上重拳给力，切实
做到源头管控不漏空白、不留死
角。实践证明，只要反复抓、抓反
复，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
功夫，就能彻底打赢“关键一役”，
让烟花爆竹彻底跟文明美丽城市
说“拜拜”。

其实，没有爆竹声，年味依

旧浓。“互联网+”时代，传承节
俗文化的方式多种多样，譬如，
选择网络音乐、电子爆竹来营造
欢乐节日气氛，组织贴春联、挂
灯笼、踩高跷等活动来分享独有
的过年味道。归根结底，创新民
俗文化，在疫情防控做到位的前
提下，通过线上线下互动、网内
网外融合，守住文化根脉，挖掘
文化内涵，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文
化需求和审美情趣，这亦是一道
文化“治理考题”。

将“禁放令”进行到底，不仅
要靠有效的正面引导，而且还需
严厉的监管执法，最根本的落脚
点在于实现传统文化与城市文明
和谐共生。

禁放烟花爆竹要走深走实群众路线
知新

据1月
26 日中国
新 闻 网 报
道，书店让
人们的生活
更有文化味

儿，也因此受到关注。近年
来，书店一直面临转型的压
力，也有人提出，“高颜值”
真的对书店生存有益吗？在网
红书店里，书会不会沦为拍照
的“道具”？ （作者：罗琪）

拍照道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