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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街马家巷现“6两秤”涉事商家被立案调查
绵阳涪城区市场监管部门突击检查，暂未发现其他电子秤缺斤少两

时隔5年，刘勇再次回到大凉山。
7月4日，在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礼堂，刘勇宣布捐赠12万元成
立“索玛花助学金”，用于8个孩子上大
学。现场，两名学生领到了助学金。

这是一笔“迟到”5年的捐款。刘勇
说，5年前，他就已经准备将10万元捐给
凉山的学校，如今终于如愿以偿。

为什么要给凉山的孩子捐款？刘勇
说，一切都源于他在洛作村任第一书记
时积淀下的凉山情。

任第一书记两年多时间
“人生最美好的回忆都在凉山”

2016年，刘勇从省医保局派到凉
山，成为布拖县原乌科乡洛作村的驻村
工作队员。

“当时来的时候，条件还比较艰苦，
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待那么久。”作为当
时凉山州49个重点极度贫困村之一，刘
勇还记得，有一次开会，洛作村甚至凑不
出三张凳子，“真的就是‘出太阳晒太阳、
下雨就淋雨、下雪就淋雪’。”

刘勇未曾忘记他到凉山的“使命”。
听不懂彝语，他就多去老乡家走动，“混
个”脸熟。时间久了，村里下至幼童、上
至老人，都逐渐认识了这位“异乡人”。

一年后，刘勇成了洛作村的第一书
记。在他的带领下，村里修起了鱼塘
等设施，村民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即
使当地人不太会说普通话，但都亲热
地喊他“刘书记”。刘勇在村里开展工

作，老乡一听是刘书记提出的想法，都
纷纷支持。

一来一往间，刘勇和当地老乡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2017年，刘勇被评为

“感动凉山十大人物”。“我人生最美好的
回忆都在凉山，这也是我很想回馈这片
土地的原因。”刘勇说。

捐助12万元成立助学基金
之后还想帮助更多孩子

2018年，两年任期满了，刘勇回到
了成都，但他心里一直牵挂着山里的乡
亲们。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刘
勇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他对山里的孩子
也格外关心。每年冬天，刘勇都会给洛
作村幼儿园的孩子们买羽绒服；开学季

前，他会给孩子们准备好学习用具。除
此之外，刘勇还资助了6名彝族孩子，如
今其中一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找到了
工作。

今年7月，刘勇终于完成了自己5年前
离开凉山时的心愿：给这里的学校捐款。

7月4日，刘勇宣布捐赠12万元成立
“索玛花助学金”，用于帮助8名西昌民族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大学生完成学
业。捐赠现场，两名受捐助的同学向刘
勇表示了感谢。

“是他们让我的生命有了厚度，有了
更多的意义。”面对未来，刘勇也有自己
的期待，“我准备回到母校西南交大，再
资助一些优秀的大凉山孩子，帮助他们
完成学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石芊

7月4日，绵阳一自媒体博主在网上
发布一段“绵阳马家巷，罕见6两秤”的视
频。视频中，一商家用“6两秤”对商品进
行称售，还大言不惭道：“前面几家都是
这么卖的。”

获悉线索后，绵阳涪城区市场监管
局和马家巷商业联合会第一时间派员到
达现场处理。目前，涪城区市场监管局
已对涉事商家“捞汁小海鲜超市”进行立
案调查；马家巷商会已给予商家黄牌警
告，时间一个月。

马家巷作为绵阳的特色街区，小巷
里商铺鳞次栉比，售卖各种小吃和小商
品，成为游客到绵阳必到的打卡点。7月
6日，记者实地走访，了解这条网红街如
何守护公平交易。

“6两秤”事件引关注
其他商家生意也明显受影响

7月6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马家
巷，已有三三两两游客到这里拍照打卡。
小巷里，商家陆续开门，为迎客做准备。

“‘缺斤少两’事件让马家巷的生意
受到影响，顾客和以前相比，明显感觉少
了。”一位卖爆米花的商户说，涉事商家

“臭名”远扬，不仅其自身臭了，也让马家
巷其他商家的生意受到影响。“做生意，
诚信最重要。”

马家巷地处绵阳城区中心位置，共
计360余米长，是目前绵阳城区商业发展
人气街巷。马家巷片区不仅人气旺，历
史文化底蕴也较为深厚，孙桐生、吴朝品
等名门望族曾在这里置业居住，修建了
孙公馆、吴公馆等。

今年2月1日，绵阳市对马家巷进行
封闭改造，准备将其打造成品质打卡景
点。5月1日，改造一新的马家巷重新开

街，不仅吸引了绵阳本地的市民，也有不
少外地游客来这里打卡，马家巷因此成
为绵阳夜间经济聚集、改善消费条件和
创新消费场景的典范区。

“6两秤”商家遭处理
“缺斤少两”黄牌贴到了门口

7月4日，绵阳一自媒体博主发布了
一段“绵阳马家巷，罕见6两秤，污蔑其他

商家”的视频。该视频拍摄于7月2日晚8
时许，视频中，博主在“捞汁小海鲜超市”
购买了小吃后，怀疑电子秤有问题，就用
500克的标准砝码进行复秤，结果称出了
800克。

该店“缺斤少两”被抓现形后，商家
还大言不惭道：“前面几家都是这么卖
的。”该博主在视频中称，他在马家巷复秤
了很多家，其余的电子秤都正常，只有这
家店是“6两秤”。随后，在市场监管部门、
马家巷商会的见证下，“6两秤”被销毁。

记者从涪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厢
第二监管所了解到，该所已于7月3日对
涉事商户“捞汁小海鲜超市”立案调查。
7月4日，马家巷商会在涉事商户门口张
贴“缺斤少两被黄牌警告商户”的消费警
示。

“黄牌警告标识既是对该商家缺斤
少两行为的惩罚，也是对马家巷所有商
家的警示，同时欢迎广大市民监督。”马

家巷商会会长周正平说。
“‘6两秤’事件发生后，我们商会和

涪城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进行协调处
置。”周正平说，5日下午，商会还和涪城
区市场监管局就“6两秤”事件集中约谈
马家巷所有商家，要求大家诚信经营、安
全经营，一旦发现类似事情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顶格处理。

突击执法检查
未发现其他电子秤缺斤少两

马家巷“6两秤”事件，给绵阳市区两
级市场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目前，针
对该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市场监管部
门已分多组对集贸市场、商超等领域使
用的电子秤等计量器具进行突击执法检
查。

7月6日上午，记者随涪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城厢第二监管所工作人员一
起，对马家巷商业街的电子秤进行抽
查。在一家售卖鸡爪的小吃店，工作人
员检查了电子秤的检验标签是否完整
后，再用计量砝码进行复秤。在上午抽
查的5家店中，未发现其他电子秤出现缺
斤少两情况。

“我们在‘五一’开街前，就对商家的
电子秤进行了检查。”周正平说，他们于5
月中旬请绵阳市计量所对马家巷所有的
秤进行了检定。6月8日，涪城区市场监
管局计量股还在马家巷5号院门口设置
公平秤。“这次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会不定期进行突击检查，共同维护
我们自己的声誉。”

周正平说，对于涉事商家，他们将重
点进行监管，“一旦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只有把他清理出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洪攀王祥龙

被调出“三有名录”
野猪致害是否还有补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苟春）近日，
国家林草局公布了新调整的《有重要
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名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野生动物

“三有名录”。据了解，新版名录共收
录野生动物1924种，其中兽类91种、
鸟类1028种、爬行动物450种、两栖
动物253种、昆虫类96种、蛛形纲动
物2种、寡毛纲动物4种。记者注意
到，野猪没有出现在新版“三有动物”
目录中。

野猪为何会被调出？各地又该如
何进一步管理？业内人士戴先生表
示，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野
猪的种群数量逐步得到恢复，“个别区
域野猪种群超出环境容纳量、缺少天
敌控制，已经泛滥成灾，可以考虑人为
控制其种群数量。”

此前，野猪曾在部分地区致害引
发广泛关注，四川正是全国受野猪侵
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
全省各地每年上报的野猪致害事件近
万起，每年野猪毁坏农作物、经济作物
等造成的损失超2亿元。

今年1月，四川印发《四川省陆生
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办法规
定，野猪是“三有”动物，造成的人身
伤害和财产损失，可以在鉴定后获得
保险赔偿或政府补偿。被“三有”名
录“除名”后，野猪造成的人身和财产
损失还能获得补偿吗？记者了解到，
目前，按照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
法，野猪造成的损失仍属于致害补偿
范围。

一位第一书记的凉山情：

捐赠12万元帮助8个孩子上大学

执法人员抽查商家电子秤。

涉事商家门口被贴上“缺斤少两”黄牌。

刘勇（右一）和他资助过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