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法车辆上路巡查，超限
货车随即销声匿迹；执法车一
离开，大批违法车辆马上鱼贯
而出……今年 3 月以来，这个
奇怪的现象在温州市区瓯海
等地屡屡发生。4 月 1 日，温
州市交通执法队公运执法二
队在一辆执法车的底盘处找
到了两个 GPS 跟踪器，随后执
法三队在位于瓯江口的一辆
执 法 车 下 也 找 到 了 跟 踪 器 。
目 前 交 通 执 法 部 门 已 报 警 。
去年以来，温州市警方曾查办
多起跟踪执法车辆的案件，多
名 通 风 报 信 人 员 被 行 政 拘
留。 （温州都市报）

如此煞费苦心的“反侦查”，
恰恰证明了货车违法载运现象
之泛滥、勾连之盘根错节。在不
少城市，运渣车、大货车惯于超
载超限，日常横冲直撞，俨然肆
无忌惮。以往，公众普遍将之归
因为暗中作祟的“保护伞”因素，
而温州的这起案例则提示，有关
利益集团对执法团队技术渗透
的可能性。

交通执法一般都遵循属地
管理原则，是条块化的。这客
观上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
行政执法的覆盖范围、行为模
式等，具有鲜明的固定性、可
预见性；其二，行政相对人对
行政主体极为熟悉，“知己知
彼”“熟门熟路”。正是这一大
前提，决定了“给执法车安装
跟踪器，超限货车躲避监管”
理论上是可行的。毕竟，在温
州瓯海地界，公运执法车辆只
有那么多，用追踪器将它们

“尽在掌握”，也就意味着“敌
明我暗”了。有此神器，超限
车辆完全有恃无恐。

事实上，由于交警的执法车
辆常态化在街面巡逻、停驻，偷
偷给其安装 GPS 跟踪器并不难
做到。而最令人惊诧的是，居
然真有人会这么做、敢这么
做！调查发现，温州市区存在
一个专门收集交通、交警、城管
等执法车辆动向的团伙，该团
伙将相关信息高价卖给运输公
司或驾驶员……一方面是高度
组织化、专业化的“信息监控”，
另一方则是深度抱团串联的

“超载车辆同盟”，这条隐秘产
业链上，双方一拍即合，一同上
演了这出挑衅公共管制、冲破
执法防线的黑色戏码。

本案所带来的警示，是多方
面的。首先，交警公运执法团
队，其“安防意识”“保密意识”显
然太过薄弱，后知后觉的“检查”
无比被动；再者，“人车一体”的
执法方式，也显得太过机械。这
约等于打明牌，毫无灵活性与出
其不意的威慑力。

筑牢执法部门内部防线，避
免被不法之徒渗透。纪律建设、
风气建设首当其冲，但做好最基
本的“反监测”“反暴露”的技术
安排，避免另一种形式的“灯下
黑”，同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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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车被安装GPS跟踪器
“谍战”暴露了低级破绽

□ 蒋璟璟

内蒙古自治区巴图孟和
案件工作组 7 日发布的《关
于巴图孟和案调查和追责问
责情况的通报》显示，纪检监
察机关已认定84名责任人，
除已故的10人外，74名责任
人被查处。根据通报内容，
该案背后的人情网痕迹清晰
可见，公权一度被人情网“网
住”。因此加强对权力监管
刻不容缓，需严禁公权用于
私情。

在为有关方面调查、问
责点赞的同时，也有必要对
这起案件刑罚执行过程中信
息封闭、管理脱节、监督乏力

等问题进行反思。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过程中，存
在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在
这当中，公权曾在人情网里
运行，为关系服务，无原则

“开口子”、无底线“放水”、无
理由“护犊子”。巴图孟和的
家人，凭借亲戚、朋友、同学、
战友等人情网，一步步突破
法律的底线，最终实现了“纸
面服刑”的目的。

如今，当年为巴图孟和
“开绿灯”的人受到了追责问
责，但要杜绝此类情况再次
发生，就要切实加强对权力
的事前、事中的全程监督，不

能让其击穿法律制度的笼
子。除了严厉的追责问责
外，还需建立现代化信息数
据管理系统，让刑罚执行信
息全流程透明、全环节可控、
全程序追责。

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深
入推进、深入人心。只有全
社会真正持续树立起尊法、
护法、守法的意识，尤其是
广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秉
公执法，才能切实维护公平
正义，类似“纸面服刑”的荒
唐事，才不会再有滋生的空
间。

据新华社

大家近来被各种“炒”包围
着，大到炒基金，小到炒鞋、炒
币、炒盲盒……一波未消，一波
又起。

炒作者，屡试不爽；参与
者，乐此不疲。信息时代的人
们难道看不出这就是“击鼓传
花”的游戏吗？大抵都知道，但
还是有人唯恐买不到，有人唯
恐抛不出，都想从中渔利，身处
财富幻觉之中，谁也不相信自
己会成为最后一棒。

此番炒鞋热，一些年轻人蜂
拥而入，与其说是情怀所至，不
如说是利益所驱。诚然，有人一
夜赚几倍，也有人一年“财务自
由”，但人们只看到“吃肉的”，没
看到“挨揍的”，这是“幸存者偏
差”所致。作为一个庄家靠资金
优势和信息优势占主导的散户
市场，这注定又是一个“拉高—
出货”的老把戏，又是一个靠不
停讲故事、靠梦想支撑、靠“割韭
菜”续命的庞氏骗局。

其实，这几年反复出现炒
鞋热，去年那波监管也曾出手
制止，今年则借助挺“国货”的
噱头死灰复燃，加之新“韭菜”
长成了。只要逻辑没有彻底被
证伪，就会有资本介入、炒家介
入、散户间倒手。借用一种流
行说法——“行情在质疑中开
始，在观望中加速，在参与中疯
狂，在狂欢中结束”。

综观各种炒作，炒鞋者操
纵限量版，炒盲盒者设置隐藏
款，炒基金者讲拥抱核心资产
……其实都是在供给端制造所
谓的稀缺性和增值空间，利用
人性中不变的贪婪、从众、焦虑
等心理，然后在需求端吹大这
种需求，制造供需失衡。现代
网贷的便利性和网络营销的扩
散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变得“万物皆可炒”。

客观地讲，囤积居奇、投机
倒把自古有之，中外有之。但
是，近来流水线式生产的炒作
现象导致黑箱操作、非法集资、
金融诈骗等涉众型违法问题抬
头，破坏市场秩序、侵吞老百姓
的钱袋子，过度投机的歪风已
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

任何商品总有价格向真实
价值回归的内在趋势和纠偏机
制。何况，作为运动鞋、虚拟币
等，在理论上是可以大量供给
的，故事不能当饭吃，热度也会
退去，著名的“郁金香泡沫”的
毁灭，就是前车之鉴。

每一个领域的爱好者，都
要理性投资，特别是要在正规
的、公开的交易所进行合法买
卖，不要去另类投资的赌局中
博傻。投资中有句“名言”：没
经历过熊市，没割过几次肉，不
足以谈投资。因此，有必要提
升财商，积累经验，能承受多大
风险，就干多大的事，一味迷恋
超越认知的财富，总会有无数
把“镰刀”等着收割你。

据央视网评微信公号

近年来，我国电子烟使
用率在青少年群体中呈明显
上升趋势。相关部门多次从
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台了
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各类
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销
售电子烟，尤其是通过互联
网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各大主流电商平台已下
架电子烟产品，但记者调查
发现，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
新的变相销售手法，电子烟
披上“马甲”后仍以多渠道流
向青少年群体，线上销售监
管漏洞不容忽视。

在某主流电商平台，部
分商家仍在售卖电子烟充电

盒等产品，当记者提出是否
可以购买电子烟时，对方利
用隐晦的方式提示，如有需
求可添加微信号咨询。与此
同时，电子烟网络销售平台
也从主流电商平台逐渐向青
少年喜爱的社交平台转移。
据媒体报道，目前仍有不少
所谓的电子烟“代理商”通过
微信等社交平台分销给微商
售卖。而这些微商多数压根
不管屏幕对面的买家是否成
年，只要给钱就发货，对于买
家是否成年的审核则形同虚
设。

为促进电子烟产业规范
化发展、维护青少年身心健

康，监管措施还需进一步细
化。首先，电商平台、社交平
台等要加强信息筛选和监测
能力，相关部门加强电子烟
线上售卖渠道的监管，依法
对拒不执行电子烟“线上禁
售令”的电商平台和卖家给
予从严处罚；其次，进一步严
查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烟
广告，清理和屏蔽含有涉及
电子烟及相关产品的关键词
搜索。此外，加大力度宣传
电子烟危害，引导青少年拒
绝“伪潮流诱惑”，避免他们
因为对电子烟的好奇和对

“潮流”的追逐而成为“新烟
民”。 据半月谈

广汉三星堆遗址最新考
古成果引发世界瞩目，也招
来了一群蹭热度的不速之
客。多个与“三星堆”相关的
商标被申请注册，让三星堆
博物馆方十分头痛。

仔细一看，注册公司业
务包含餐饮住宿、电子商务、
电线电缆等等；注册品类涉
及金属材料、运输工具、教育
娱乐等等；“三星堆文明使
者”“三星堆火锅”等申请名
称更是无比荒唐……如此堂
而皇之碰瓷，真能得逞吗？

商标法中明确规定，申
请注册的商标不得与他人在
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
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不得作
为商标使用。很明显，上述
抢注行为不仅侵害了博物馆
方相关权益，更可能影响公

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再怎
么折腾恐怕最终也会被驳
回。

虽然抢注得逞可能性不
大，但这背后的投机之风，着
实让人深恶痛绝。在某些商
家眼中，傍上了热点就赚到
了流量，人火了就占用人名，
企业火了就去山寨，已经成
为一种“常规操作”。更有甚
者，恶意囤积商标，或是在后
续交易中高价倒卖，赚取差
价；或是要求有偿转让，威胁
权利人“维权索赔”。凡此种
种，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平白
浪费社会资源，更助长了投
机之风，已经到了必须狠刹
的时候。

通过使用而不是注册产
生价值，才是商标制度的本
质。可以看到，正是低廉的
注册成本、巨大的利润空间，

才惯出了“不抢白不抢”的心
态。对此，相关机构要强化

“把关人”职责，建立健全商
标代理信用记录档案，对恶
意抢注者曝光严惩，以切实
的痛感压缩投机空间。当
然，我们也要看到执法层面
的现实困境。就拿“三星堆”
来说，不光是文字名称，文物
形状等其他意象都可能被拿
来碰瓷，抢注行为难以界定，
商标保护就会陷入防不胜防
的困境。相关部门还有待根
据实际情况，系统地细化规
则、严格标准，不让受害者吃

“哑巴亏”。
说到底，商标是拿来用

的，不是拿来炒的，更不是拿
来“讹人”的，这必须成为法
治社会坚决捍卫的商业规
则。

据长安观察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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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火锅？
恶意商标抢注咋刹不住？

□ 关末

观 点 1+1

警惕！
电子烟披上“马甲”流向青少年群体

□ 陈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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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公平正义，不能让人情网“网住”权力
□刘懿德 贾立君

热 点 锐 评

“炒家”都在祈祷
自己不是最后一棒

□万泉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