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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买强卖本身就不合法，何

况又在市场意识和法治意识

都比较强的杭州，更不应该

发生这样的事。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台州市垃圾分类办发起举办

的这个社会机构，确实是一

个比较新鲜的尝试。这种做

法非常切合国内当下垃圾分

类的实际问题。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咄咄怪事，一个流通全国渔货的偌大市

场，却偏偏进不了一块小小的冰块。据本报

报道，位于余杭的杭州水产市场，近千商户用

于保鲜渔货的冰块，只能被迫使用市场内部

制冰车间提供的，外来冰块一律不让进。而

这个市场内部提供的冰块，在价格上比外面

的至少贵 50%。这一长期垄断的状况，据说

已维持约两年时间。

该市场内，每天数以吨计的草鱼、白鲢、

泥鳅，甚至当季小龙虾，在这里完成买卖交易

——它们从全国各地来，又以批发的方式，分

销到全国各地。这样一个自由流通的大型市

场，却隐藏着如此的黑幕，着实令人震惊和意

外。

该市场的行为有多蛮横？本报记者跟随

暗访，发现外面的送冰人果然被保安拦在门

口，理由是“外来冰块或许存在安全隐患”“你

们自行拉冰进去，是违反市场经营秩序的”

“我让你们拉着进去，里面的制冰厂家怎么

办？”哪怕报了警、警察到了场，也依然难入市

场大门一步。而当记者以经营户身份申请从

外部运冰时，市场工作人员放出了“有本事你

运进来看看”的警告，这哪里是工作人员该有

的回答，简直是恶霸的口吻。

以我看来，所谓“安全隐患”和“违反市场

经营秩序”，恐怕只不过是临时找的冠冕堂皇

的借口吧，而“里面的制冰厂家怎么办”才是

不让进的真正原因。这就让人很纳闷了，作

为管理方的市场，为何置近千其他商户的切

实利益不顾，偏偏要袒护市场内的制冰厂家

呢？

虽然市场内有两家冰块供应商，但市场

管理方阻扰外来冰块进入，价格又比外面高

出一半。目前市场上需要用冰的商户大约有

400多家，按照每个摊主每天用10块冰计算，

可以让他们一天多赚两万多元。在如此大的

利益面前，很难令人不怀疑，这背后没有存在

猫腻。以前，常有物业垄断装修黄沙的新闻

被曝光，其背后就存在黄沙供应商私下与物

业签订垄断协议，物业会从中收取一定费用

的情况。具体到这件事，是否也同样存在类

似的利益纠葛呢？

强买强卖本身就不合法，何况又在市场

意识和法治意识都比较强的杭州，更不应该

发生这样的事。但是，据记者调查，面对市场

垄断冰块的做法，绝大多数商户都选择了默

默承担这一明显不合理的成本，有的商户甚

至宁愿花高价自己安装设备，也不敢从外面

购买冰块。

何以至此？或者换个问法，市场敢这么

做的底气何在？市场的管理方明显违反《反

垄断法》，难道他们就不怕商户的投诉和举报

吗？恐怕问题就在这里，商户忍气吞声的背

后，是否可能存在着一种令他们禁声的原

因？这有待进一步证实。显而易见的是，如

果没有市场的从中作梗，这个问题就不可能

存在两年之久。而事实上，据记者了解，就有

一些商户担心市场会秋后算账，比如冰块“断

供”。

冰块虽小，却关乎公平和正义。本报报

道后，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质疑是否存在欺行

霸市；也有人质疑背后是否存在“恶势力”；还

有人提出是否存在“保护伞”，市场的商户可

以默默忍受，公平和正义却不能被我们忽

视。希望有关部门能深究到底，看看在这小

小的冰块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冰山”。

市场一块冰都不放过，这很不“市场”市场一块冰都不放过，这很不“市场”

据本报报道，与上海实行被称为史上最

严的垃圾分类措施同一天，浙江台州成立了

一个名为“台州市垃圾分类公众教育学院”的

机构，这在全国还是首例。这个简称“拉风学

院”（谐音“垃分”）的机构，试图通过教育培训、

宣传推广、课题研究等，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架起

桥梁，处理垃圾分类难题，试运行以来，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

由台州市垃圾分类办发起举办的这个社

会机构，确实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尝试。这种做

法非常切合国内当下垃圾分类的实际问题。

近期，上海加大力度推行垃圾分类，引起

了社会普遍关注。接下来，上海的经验和做

法大概率会在国内重点城市进行推广。从目

前上海的经验以及其他地方推行垃圾分类的

情况看，推广垃圾分类的主要难点在于，这事

情往往是一头热一头冷，政府部门花费大量

功夫推广，而一些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并不

高，从而导致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垃圾分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政府在

前面大力宣传，在背后还要从机制流程、硬件

设施上加大投入力度。比如垃圾的分类运

输，垃圾的分类处理，这背后都涉及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的投入，需要引进设备、改建场所等

等。可到了居民这边，由于一部分居民不配

合，热情不高，没有养成垃圾分类习惯，结果

分类的垃圾和未分类的垃圾混杂一起，导致

前功尽弃。有一段时间，在有的实行垃圾分

类的城市，可以看到垃圾车将厨余垃圾和其

他垃圾混在一起装车，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垃

圾分类不彻底所致。

为何会出现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一方

面可以归结为垃圾分类的理念推广不到位，

另一方面，又是因为许多居民的垃圾分类意

识不深入，不够主动自觉。对于垃圾分类，许

多人往往抱着漠视态度，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或者即便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嫌麻烦，

不愿意改变生活习惯，也没有从知识和理念

的高度加以重视。实际上，从国外经验看，垃

圾分类不仅是社会系统工程，还是一个理念

和文明提升的过程。只有当人们充分意识到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了解垃圾分类的必要知

识，养成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垃圾分类工作

才有可能有效、持续地进行下去。

这样的话，垃圾分类就需要有一个长期宣

传和培养自觉意识的过程，而这就特别需要有

第三方社会力量的参与。这包括了社会机构、

公益组织和社区志愿者的广泛联合，积极行

动。政府再怎么做，肯定没有办法做到那么

细，那么深入，上述第三方社会力量，则能够发

挥自身长处，弥补政府部门的角色。关于垃圾

分类，其实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认识过程。例如

什么是干垃圾、湿垃圾，近来在网上引起热烈讨

论，这就说明以往很多人并没有清楚了解和认

识。这些细致的、专业的科学知识，光靠政府工

作人员磨破嘴皮子宣传，显然是不够的。

垃圾分类还是一项长期的、持续性的工

作，需要有不断深入的、广泛的宣传。现在台

州设立的这个“拉风学院”，实际上就是承担

第三方社会机构的角色，发挥了第三方社会

力量的作用。期望接下来有越来越多的社会

机构、公益组织参与其中，让垃圾分类的理念

深入人心，助推垃圾分类的真正落地。

垃分学院，可以“拉风”

杭州五岁女童小颖被医生诊断为“会阴

撕裂，建议避免剧烈运动一周”，小女孩的私

密部位受伤，哪个妈妈知道了都会抓狂，而且

最近还刚出了王振华猥亵幼女案，家长们都

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何况现实中，性侵猥

亵儿童案也时有发生。自己的孩子究竟有没

有遭遇侵害，相信所有家长都会像小颖妈妈

马女士一样，必须追问个究竟。

但是马女士和丈夫去杭州启昆国际儿童

教育中心丁桥校区问询时，却遭遇园方陈老

师的推脱。遇到这样的事情，园方没有表示

安慰，表示协助调查，还推脱发现问题是在另

外的培训舞蹈班上，意思是她们没有责任。

这样的辩解无疑会激怒处于焦虑中的家长。

视频中可以看到，爸爸反问：孩子受了伤，园

方就说自己一点儿责任都没有，难以接受这

样的说法。妈妈很激动，但是反驳也到位：去

舞蹈教室才几分钟的事情，妈妈就在外面，确

实不大可能。此外，这位陈老师还质疑说，医

生为什么没开相关证明？这显然缺乏基本的

常识了，女童才五岁，一般不会进行进一步的

检查。

启昆号称拥有国际一流的教育专家团

队和国际资格认证的中外教师队伍，所有教

师都通过中国蒙台梭利教育协会（CMS）考

试认证。但是面对孩子的受伤，园方如此回

答，则明显缺乏应有的专业表现，也有失

一家名校该有的处事态度。其实，女童很有

可能就是在幼儿园摔跤过程中受的伤。但

是幼儿园的监控恰好这几天坏了的解释，

显然容易让人生疑。

2015 年 5 月 28 日，郑州 6 岁女童出现同

样问题，孩子远在四川的父亲专门坐飞机回

到郑州去找幼儿园，园方的态度却让他们无

法接受。双方甚至因此还大打出手。麻烦都

在：出事的时候，监控就坏了。今年 6 月，广

州一 4 岁半女童下体受伤，称是在幼儿园被

两同学戳伤。家长要求调取园内监控，也说

是监控坏了。

女童私密部位受伤，目前正在风口浪尖

上。近日，针对侵犯女童的行为，最高检一号

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该起事件，

第一，建议家长报警，由警方来做相关调查，

黑白是非，终有定论。第二，作为一家专业连

锁儿童教育机构，面对孩子出现的伤害问题，

积极和家长沟通，争取家长的谅解，最起码应

该承担监控坏了的责任。

如果只是一次意外的摔跤事件，本来就

是小事，但是监控坏了，园方的管理责任就

不是一句话能推脱掉了，反而会被扩大。在

伤害面前，那么小的孩子是失语的，监控坏

了，无法还原细节，园方绝对不是“一点儿责任

都没有”。不要任何场所出了大小事情就说监

控坏了，这句台词不管真假，都让人十分反感。

关键时候监控就坏，幼儿园难脱干系

如果只是一次意外的摔跤事

件，本来就是小事，但是监控

坏了，园方的管理责任就不

是一句话能推脱掉了，反而

会被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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