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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中队长，不要睡啊⋯⋯”同事带着哭腔的
呼喊，此刻已唤不醒“睡着”的他。昏暗的夜色
中，横冲直撞的车辆、摇晃而凌乱的镜头、车灯
闪烁的救护车⋯⋯谁也想不到，这些画面，拼
凑出了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交警大队马
鞍中队中队长陈永虎的最后时刻。

5 月 16 日凌晨，正在道路上执勤的他，在
拦截强行冲卡的越野车时，被顶在引擎盖上拖
行 700 余米。越野车撞上路旁大树并翻车，致
其严重受伤，经全力抢救无效，陈永虎同志因
公牺牲，年仅 48 岁。5 月 18 日，犯罪嫌疑人丁
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经检

察机关批准，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对其执
行逮捕。

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肆
意伤害他人的恶劣行径，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和
谴责，相信法律最终会给予公正严厉的制裁。
同时，更要向陈永虎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你用一腔热血，诠释了什么叫职责所在，什么
叫挺身而出，什么叫临危不惧；你用宝贵生命，
履行了人民警察的使命，扛起了人民警察的担
当，捍卫了人民警察的荣誉！

英雄，当如“虎”。
面对不法行为，你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虎

胆”。当那辆冲卡的肇事车辆接连闯红灯、撞
坏路边隔离栏后，向着你冲过来时，不知道你
怕不怕。此刻的你，应该忘记了害怕。否则，
不会只想到“这里是商业中心，他继续开下去

要闯祸的，我们必须把这辆车截停”，也不会果
断上前示意驾驶员停车接受检查。同事口中
和蔼可亲的你，此刻如同一头猛虎，将生死置
之度外，虎胆傍身，用血肉之躯与不法分子
相搏。

面对困难辛苦，你有带头冲在前的“虎
气”。辖区大货车多、外来人口多、事故多，作为
这里的“交通大管家”，面对的难题和困难少不
了，付出的辛苦甚至代价也少不了。但是，凭
着那股子不怕难、不怕苦、不怕累的“虎气”，你
总是冲在第一线，恪尽职守、爱岗敬业，身先士
卒、无私奉献。有了这股偏向虎山行的“虎气”，
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难的问题也能解决。

面对群众呼声，你心系民忧无“微”不至，
犹如“虎嗅蔷薇”。从警 27 年，不仅有千钧一
发的危急时刻，更多的是日常工作的琐碎和重

复。身处基层，无论道路执勤还是疫情防控值
班，无论帮辖区解决停车难还是调解矛盾，你
都用专业、细致、耐心为辖区群众提供到位的
服务。“有问题找虎哥”，成了辖区群众的口头
禅。绍兴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作为一名人
民警察，如何让处警执法更好地和基层社会治
理有机结合，是一道必答题。一声声亲切的

“虎哥”，正是来自群众的最好口碑。
电脑上还有没忙完的工作，办公室门口的

去向牌上还显示着“在岗”，街坊们还盼着你再
出现在执勤的路口⋯⋯但是，时间已经永远停
留在那一刻。

英雄如“虎”，我们无比希望你仍是大家身
边那个活生生的“虎哥”。

永别了，虎哥！永别了，人民的好警察，陈
永虎！

英雄，当如“虎”
逯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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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辉

近日，湖南省株洲市餐饮行业协会公布的
一份文件显示，该市多家餐企向该协会反映，
当地一对晏姓父子利用餐企销售“拍黄瓜”等
凉拌菜无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证这一由头，通
过频繁举报要求餐企高额赔偿，自 2020 年至
今竟举报 49 次。被举报餐企认为相关举报系

“恶意举报”，纷纷联名反映。
饭店卖“拍黄瓜”引来所谓“职业打假”，

继而因此被索赔、处罚，到底冤不冤？诚如
一位基层市场监管人员所言：“未取得经营
资质售卖‘拍黄瓜’，被举报自然不冤。不
过，对于这种轻微违法行为应审慎监管。”他
的说法看似矛盾，其实暴露了一个令人尴尬
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按照现行法规，餐饮店铺制作、售
卖包括“拍黄瓜”在内的凉菜冷食，确实需要具
备冷食类食品经营资质并办理相应许可。另
一方面，由于办理此类许可需要投入几万元置
办各种设备，因此很多饭店餐馆都不愿去办。
而且在人们看来，不管有没有证，简单拍个黄
瓜又能有什么问题？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一方面来说，
饭店应当“持证”制售“拍黄瓜”，这是相关法律
法规的明文规定，人家举报店家“无证经营”，
违规制售“拍黄瓜”也是有法可依。但从另一
方面而言，让街头那一家家小饭店、大排档为

了“拍黄瓜”而去投入数万元达标办证，又着实
有些勉为其难。诚如一家遭遇“职业打假”的
饭店经营者叫屈的那样：“我卖一年的‘拍黄
瓜’，都不一定能赚到这个钱！”

也正因为如此，上述那位基层市场监管
人员才会强调对于“无证拍黄瓜”这样的轻微
违法行为应当审慎监管。可是究竟怎样才叫

“审慎监管”呢？在现实中恐怕也不好把握。
毕竟人家举报“无证拍黄瓜”也是于法有据，
作为执法监管部门，又岂能视而不见或不予
受理？

事实上，不只是株洲，近几年全国各地关
于餐馆卖凉菜遭举报、处罚的案例并不少。例
如，去年 7 月，安徽合肥一餐饮店因未取得冷
食类食品经营资质在外卖平台上售卖“拍黄
瓜”，曾被处以5000元罚款。

由此可见，只依靠被动调解的所谓“审慎
监管”并不足以化解因“无证拍黄瓜”遭遇职业
打假而产生的执法困境及种种现实矛盾。

那么，如何切实化解“拍黄瓜”背后情与法
的难题？

归根到底，还要运用法治思维，从法律源
头上解决根本问题。换言之，要统筹考量食品
安全卫生和小微餐饮经营者的实际条件，进一
步优化食品经营许可程序，尽可能“减证便
民”。要么将“拍黄瓜”等日常冷食划出强制行
政许可之列，要么简化设备条件要求、降低办
证门槛，让“持证拍黄瓜”不再难。

化解“拍黄瓜”背后情与法难题

“ 从 一 二 一 开 始 ，到 三 二 一 结
束”，临近毕业季，又到了与同窗好友
挥手道别，奔赴下一场旅程的时候。
拍一张集体照留存记忆，是很多毕业
生的期待。然而，近期成都高新区有
家长反映，自家孩子的小学毕业照，
每人收费 600 元，全班 30 多个孩子花
费约 2 万元。随后，成都高新区教育
文化体育局表示，学校已经退费并叫
停该活动。

人均几百元的小学毕业照并非个
例，此前杭州、武汉等地均有家长投
诉，各地网友更是竞相晒出自家价格，
人均从百元到千元不等。不少人质疑

“小学毕业照如此奢华有无必要？”
“毕业”二字，分量很重，它意味着

孩子们六年校园时光的终结，多一些
仪式感本不为过。

但这类“奢华版”毕业照之所以引
发争议，首先是因为其形式主义、消费
主义的内核。动辄人均几百元，一个
班级花费上万元；各种无人机、航拍器
齐上阵；除去集体毕业照外，还有兄弟
照、闺蜜照等形式；一些毕业照还打出
追求“大片感”的口号⋯⋯十几岁的孩
子还处于三观尚未成型的阶段，不该
让奢侈、浮华的风气熏染他们。都说
校园是“净土”，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把智慧和力量都聚焦
到“立德树人”之上。

其次，这类花费不菲的毕业照很容易演变成集体
对个人的“绑架”。它们通常由家委会联系校外摄影
机构入校拍摄，是集体活动。虽然一些班级声称自
愿，但冠以“集体”名义后的“自愿”，又有几分真实
呢？笔者的一位朋友坦言：“虽然觉得没必要，但看到
同学们兴致勃勃拍毕业照，不想让自家孩子感到尴
尬、无所适从。”当个体选择变成集体行为，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就多了一层“情感绑架”的意味。尤其是涉
及家长们的软肋——孩子，即使很多人不愿为这份

“贵”气买单，但他们也会考虑孩子在集体中的感受与
处境，于是家长们虽然怨声载道，但还是被迫成为“沉
默的大多数”。

毕业照其实也是学习阶段的“最后一课”，完全可以
成为一堂很好的教育课。它所记录的，是对师恩的敬重，
对同窗的不舍，对求学时光的留恋，贵在真实与质朴。回
忆起前些年的毕业照，那时没有什么全景、航拍、摆拍，青
春飞扬的男孩女孩们早早开始期待，穿上干净整洁的衣
服，老师在前排学生在后排，喊一句“三二一，茄子”，每张
笑脸都那么好看，那就是青春最本真的模样。无关金钱，
无关利益，无需修饰。

学校理应担起主体责任，把好“审核关”，不能遇事就
丢下一句“家委会行为”，毕竟，摄影机构要入校进行商业
拍摄，必须经过学校批准这一关，因此，“不知情”并不能
成为“挡箭牌”。同时，学校还应把好“引导关”，积极策划
组织更有教育意义、情感温度的毕业活动，引导师生发挥
想象，去探索有个性却不出格、有巧思但不奢靡的纪念照
片，让毕业照回归纯真。

毕业照贵在纯真

刘晓庆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试点地区可以这样办理婚姻登记:
双方均非本地户籍的婚姻登记当事人可以凭一方居住证和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在居住证发放地婚姻登
记机关申请办理婚姻登记，或者自行选择在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办理婚姻登记。 沈海涛 作

跨省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