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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评■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执意窜访中
国台湾地区，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极力谄
媚迎合，在大陆采取一系列坚决有力反制
措施后仍不思悔改。为维护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坚决打击

“台独”顽固分子，大陆方面 16 日公布萧
美琴、顾立雄、蔡其昌、柯建铭、林飞帆、
陈椒华、王定宇等为列入清单的“台独”顽
固分子，对他们及前已公布的苏贞昌、
游锡堃、吴钊燮采取惩戒措施。此举彰显
大陆方面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径，
绝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祖国统一进程，
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
任何空间。

佩洛西窜台这出“美台勾连”的闹剧，
已经让世人进一步看清，民进党当局和外
部势力才是两岸冲突的制造者、台海和平
稳定的破坏者、台湾民众利益的加害者。

民进党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现一
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散布种种充斥

“台独”理念的谬论。他们公然歪曲台湾

问题的历史经纬，编造谎言、混淆视听，把
自己包装成“受害者”，把“台独”分裂图谋
包装成所谓“坚守民主”，把外部反华势力
视作“救命稻草”。他们靠着美国某些反
华政客的虚妄承诺，自我抬举，做着“倚美
谋独”的春秋大梦。

中国有句俗语：没有内贼引不来外
鬼。在“倚美谋独”的分裂道路上，民进党
当局劣迹斑斑：2016 年以来不断扩充所谓

“军费”开支，拿百姓血汗钱购买美国武器，
总额高达近200亿美元；花费巨资在美国大
搞“政治游说”，以寻求美国反华政客的“加
持”；执意开放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等产品
进口，无视岛内民众的健康福祉……他们
对“洋主子”卑躬屈膝地逢迎，出卖民族利
益和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投靠外部反华势
力实现政治野心，不仅将自身绑到历史耻
辱柱上，也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危险境地。

佩洛西窜访台湾，是性质极为恶劣
的政治挑衅，是对美方政治承诺的公然
背离。此人在涉华问题上长期颠倒黑

白，把反华作为其攫取政治资本的重要
营生，嘴上大谈所谓“民主”和“人权”，内
心全是“私货”和“生意”。近年来，美国
一些政客出于国内政治需要，不断操弄
各种涉台议题，频频打“台湾牌”加剧中
美关系紧张。美方所作所为目的只有一
个，拿台湾做棋子，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妄图维护美国霸权。

民进党当局妄想倚靠外部势力分裂
国家，是彻底打错了算盘。事实已经证
明，美国任何时候都以美国利益优先，其
对外所作承诺关键时刻根本靠不住；民进
党当局缴纳高额“保护费”换来所谓“保
证”，不过是饮鸩止渴的毒药；美国政客操
弄涉台议题，算计的是美国自身的收益，
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民进党当局

“倚美抗中”，不仅不能“保台”，根本是在
“害台”。

行动是最有力的语言，大陆方面采
取系列惩戒措施，必将有力打击和震慑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行径，彰显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
定意志、强大能力。正如《台湾问题与新
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所指出，台湾
是包括 2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的台湾，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决
心不可动摇、意志坚如磐石，这是挫败一
切“台独”分裂图谋的根本力量。搞“台
独”分裂抗拒统一，根本过不了中华民族
的历史和文化这一关，也根本过不了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这一关，是
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
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
家统一，绝不能指望外部势力的“空头支
票”。在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大势面前，
在全体中华儿女铸成的反对分裂、维护统
一的钢铁长城面前，“倚美谋独”是走不通
的绝路。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只是螳
臂当车，最终只会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

（据新华社）

“倚美谋独”没有出路“台独”分裂必遭严惩

近日有微信公众号推文称，四川攀
枝花芒果“大量滞销”，农民“亏得血本无
归”。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回应称，当
地没有出现芒果滞销的情况，这种行为
是“卖惨营销”。

相对来说，农产品抵御市场风险的
能力更弱，加之人们对农户的一些固有
印象，渲染农产品滞销、农民要亏本，更
能激发众多网友的同情心，进而调动其
购买热情，“卖惨”由此成为一些农产品
电商营销的主要伎俩之一。

虚假的“卖惨营销”，虽然可能在短
时间内带动农产品的快速销售，但从长
远看，恐怕会给当地整个农产品市场以
及所有农户的利益造成损害——如此营
销不仅透支了公众信任，污化了当地农

产品的声誉，而且可能扰乱农产品正常
的市场销售秩序。“卖惨营销”违背了公
平竞争原则，属恶意投机“抢跑”，是一种
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对此，有专业人士
认为，不管是无中生有还是夸大事实，根
本不能算是营销，而应该算作造谣。

正因此，不少地方和有关部门都曾
开展针对“卖惨营销”等虚假助农信息和
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不过，对“卖惨营
销”的处理基本是以辟谣、删稿，或是封禁
相关账号为主，很少有商家和人员因此受
到法律惩处。不难看出，较低的违规成本
很难从根本上遏制投机营销的冲动。

从长远来看，治理农产品“卖惨营销”
还需加密法治栅栏，给电商营销行为划红
线、标底线。一方面，要从保护农产品网上

销售的角度出发，明确电商营销行为的负
面清单，比如禁止商家利用与产品无关的
背景进行推销，防止其乱打“爱心牌”滥用；
压实网购平台主体责任，要求其及时对不
实信息进行删除屏蔽。另一方面，要细化
对虚假宣传的监督执法。“卖惨营销”大多
涉及虚假宣传，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含有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
消费者，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
负责。有关部门要依据这些规定，细化对

“卖惨营销”行为的认定及处罚办法。
对消费者来说，除了需要提高谣言

甄别能力，不信谣不传谣外，还应根据自
身能力和需求消费助农产品，尽量选择
正规平台和渠道购买，防止爱心被利用、
别滥用。 （据《工人日报》）

农产品动辄“滞销”？“卖惨营销”该管管了

近年来，有不法分子以“低价旅游”“免
费旅游”为噱头组织旅游活动，吸引老年人参
团，随后在行程中安排各种购物环节，将商品
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卖给老年人进行牟利。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以来，北京开展文
旅领域养老诈骗专项整治行动，查处了多
起涉“老年旅游团”违法违规案件。应进
一步加大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规
范旅游市场秩序，同时强化普法宣传，向
老年群体重点宣传“零团费”“不合理低价
游”等诈骗手段及特点。（据《经济日报》）

警惕老年
旅游低价陷阱

毛肚边、面包边、饼干碎、火腿碎……近期，“边角料”
食品在网络上走红。这些切割下来的零碎食品，带来了高
性价比的消费方式，受到不少年轻人青睐。但同时，一些
不良商家打着“边角料”食品的旗号销售劣质食品，给保障
食品安全带来了新挑战。

点 评：

对消费者来说，购买价格低廉的“边角料”食品，能够
“用打折的价格吃到不打折的美味”，颇有吸引力。而随着
互联网传播的影响力扩大，不仅有一众网络主播大力推荐

“边角料”食品，还有一些专卖店铺在网络平台开张。
“边角料”食品不能成了监管的“边角地带”。首先，

相关部门和平台商家应尽快对“边角料”食品进行规范化
管理，明确其生产、销售等全流程法律规范，引导行业标准
化、规范化发展。其次，食品安全管理部门要监督企业依
法生产，指导商家依法注册生产经营信息、制作食品合格
证书等，对不符合规范的商家及时发现并进行查处。消费
者也要擦亮眼睛，仔细筛选出质量评价好、产品来源可靠
的商家，理性购买“边角料”食品，避免一味贪图便宜，落入
食品安全陷阱。

（据《农民日报》）

去掉滤镜的风景，也可能是生命的
“陷阱”。网红打卡地又出事了。近日，大
连一网红赶海景区因浮桥断裂，导致大量
游客被困。8 月 16 日，媒体从事发景区了
解到，五六百名游客已经安全脱困，并办
理了退票。

虽说这一次算是有惊无险，但是今
年入夏以来，网红景区出的事实在不少。
这两年，贴着“秘境”“小众”“野奢”等标
签的“网红打卡地”在社交媒体大量出现，
虽然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向往人少景美的
郊野景致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
多安全隐患。前段时间，在 315 国道青海
段的 U 型公路上，游客不顾车来车往在道
路中间摆pose 拍照，险象环生。

为什么加上网红打卡地的滤镜以
后，这些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景区甚至暗藏
巨大风险的地方，摇身一变就成了“流量
担当”？

网红景点之所以能红，很大程度上
就靠这层滤镜。原本平平无奇的水面，一
番 P 图操作之后变成“天空之镜”；一个有
些浅滩的小水湾，照片调蓝一点，就成了

“某某小马尔代夫”……这样一来，社交平
台斩获了流量，博主增加了粉丝，当地也
借机搞一波宣传，拉动一下经济……一些
网红景点一来成本低廉，二来有一种“未
经开发的大自然”的光环在。

表面风光旖旎的野生网红打卡地，
潜藏的安全隐患却不能不正视。这些地
方，一般处于人烟稀少的未开发状态，危
险程度未经专业评估，救援、交通、生命维
持等基础设施和条件都不能跟真正的景
区相比。但是众多网红前去打卡，这在客
观上又给游客造成错觉：这里很安全。有
些事故纯属意外，但更多的事故是因为这
些野生地带本就缺失安全预警机制，更不
用说大量游客的涌入加大了风险。

再美的风景，也不值得用生命去“打
卡”。每个人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面对
所谓网红打卡地，要理性评估风险，确保
安全第一，勿存侥幸心理。社交平台在做
旅游攻略引流以及推荐的时候，也要守住
底线。对于地方来说，应根据游客数量的
变化而跟进安全警示措施，不能任由网红
打卡地在安全上“裸奔”。无论何时，无论
何事，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一条。

（据《浙江日报》）

从 1998 年房改开始，我国普遍实行
的是由购房者分摊部分共有建筑面积的
做法。200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商品房
销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商品房建筑面
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
积组成，套内建筑面积部分为独立产权，
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部分为共有产权，
买受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享有
权利，承担责任。

近年来，商品房公摊面积逐年呈现
扩大趋势，从最初的 10%以下，发展到现
在的 30%到 40%。这背后，既有商品房提
档升级，增加电梯数量，做大公共区域的
因素，也有计算不透明、监管难、容易暗
箱操作等原因。一些购房者质疑公摊面
积是为不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买单。有
消费者担心后续的物业费、供暖费等都
要继续为公摊部分买单。于是，关于取
消公摊面积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洪洋就建
议取消公摊面积。

不过，取消公摊面积并非易事。现
行的物业费、暖气费等都是以建筑面积
计量的，取消公摊面积可谓牵一发动全
身。更重要的是，取消公摊面积直接影
响开发商对于公共区域的投入，容易牺
牲小区的整体品质。

事实上，对于商品房来说，公摊部
分是客观存在的，公摊面积制度本身并
没有原罪。公摊面积制度真正备受诟病
的，是“乱公摊”和“只公摊成本，不公摊
收益”的问题。一方面，少数开发商随意
变更约定的公摊面积，导致实际得房率
低于预期；还有的将地下车位出售给购
房者后，又将地下车位计入公摊面积向
购房者分摊费用。同时，按照规定，业主
对于公摊面积部分享有权利，但在现实
中，公摊面积上设置广告、车位等带来的

营利收入，很少有业主享受到。
取消公摊面积制度无疑值得探讨论

证，但就眼下而言，完善公摊面积制度更
具现实意义。首先，厘清公摊标准。有
关部门应进一步规范公摊面积制度，规
定公摊面积的最大比例、收费标准、测量
方式等，避免因分摊面积问题产生购房
争议。其次，是否可引入惩罚赔偿？对
于开发商随意扩大公摊面积，超过合理
误差的行为，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要求其给予购房
人公摊面积费用三倍赔偿，从而提高违
规成本，遏制“乱公摊”现象。此外，还要
落实公摊收益。有关部门应监督物业企
业，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将业主共有部
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
于业主共有，让业主在为公摊面积埋单
的同时，也能从公摊面积中受益。

（据《河南日报》）

公摊面积制度应完善

别让风景成了陷阱

城市治理是个大命题，也是个精细活。我们常用绣花
比喻城市治理，手稳才能用好绣花针。越是精细的工作，
越要求“手稳”。城市治理和修表有相似之处，小到一个井
盖、一张座椅、一块边角绿地，都能体现治理的人性化尺度
和“心细手稳”的智慧、水平。

点 评：

心细手稳，心细是前提，关键在用心。解决某个问题
时用心与否，在效果上会存在“行不行”“好不好”等程度上
的区别。凡事多想一步，考虑周全，主动寻找“最优解”，是
必须有的干事态度。心细还要“手稳”。稳才能准，才能直
击问题要害，确保工作落地、落细。一个“稳”字，如何做
到？要多想、多做、多练，这不是一味地机械重复，需要不
断在细节上求突破，才能实现由量变到质变。日有精进，
在面对同类型问题时，方能手中有术，做到游刃有余。

城市治理千头万绪，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切身感受。
拿稳“绣花针”，多问问群众需求是什么，找准落针处，绣出
的是百姓生活的日益美好。

（据《天津日报》）

一些年轻人会在日常生活中饲养变色龙、刺猬、蜜袋
鼯、柯尔鸭等另类宠物。不少人还通过短视频平台、朋友
圈晒它们，赚取了不少流量。

点 评：

饲养宠物，一定层面上来说是爱心的体现。但也并非
想养什么就能养什么，这背后还涉及生态和谐、健康隐患、
邻里安宁的问题。因此，一些人认为，饲养另类宠物也需
要像饲养传统宠物那样，有个基本的规矩，否则这很可能
成为一场“危险游戏”。

随着生活方式多元化，以及人情疏远、社交恐惧等因
素，一些人把情感寄托在了宠物身上，可以理解。问题是，
饲养的宠物越来越奇葩，甚至连外来物种都进入了家庭，
这种情况必须引起重视。有关部门要根据一些新趋势、新
情况，及时制定、完善相关规定，从另类宠物的种类、管理、
健康、生态等方面对这类饲养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比如，
有人建议有关部门出台另类宠物黑白名单，以加强对公众
的引导。

总之，不能放任饲养另类宠物酿出种种祸事。
（据《工人日报》）

近日，有网友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向云南省镇雄县
委书记留言，称自己是一个农民和打工仔，家里有 8 个小
孩，7 个在校读书，“由于这两年行情不好，难以维持学生生
活费及开支，家里老婆常年带病，望领导给予帮助”。对
此，镇雄县大湾镇官方回复称，经查，该网友目前月工资约
8000 元，名下有一辆价值 10 余万元的越野型轿车，两处钢
筋混凝土结构的住房，面积约 800 平方米，该户人均年收入
在1万元以上，当前没有需要帮助的情况。

点 评：

每个人对困不困难的主观感受不一样，但要从政府
那里获得救助，必然要达到一定的客观标准。片面强调
需要抚养的孩子数量，不提妻子患有的是骨质增生及甲
亢病，有哭穷卖惨的嫌疑。一份翔实的家庭经济状况调
查说明，扯下了企图蒙混过关行为的伪装。社会求助是
民生保障最后一道防线，救助资金是困难群众的“救命
钱”，因此必须严格规范社会救助资金发放管理工作，保
证每一分钱都发到困难群众手里。这是贯彻“保基本、兜
底线、救急难、可持续”总体思路的基本要求。有人把哭
穷当不劳而获的手段，反正试一试没啥成本，但申请社会
救助未必真的“无本万利”。以索取为目的的哭穷会侵蚀
奋斗意志，将人引向真正的贫穷。正所谓：自助者，天助
之；自弃者，天弃之。

（据《南方日报》）

“边角料”食品
不是监管“边角地带”

城市治理要拿稳“绣花针”

是时候给饲养
另类宠物立规矩了

别把哭穷
当成不劳而获的手段

如今在不少生鲜商超，“生鲜灯”成了“标配”。果蔬、肉类经灯光照射后，看起来更新鲜，吸
引消费者购买。

对“生鲜灯”照出的“假颜值”，消费者需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仔细甄别食材品质。对商家
而言，如果只是依赖“假颜值”吸引消费者，而产品质量欠佳，迟早会被消费者识破。相关部门
亦要加强监管，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和行业标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农民日报》）

“生鲜灯”
成“标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