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话题 〉〉〉〉〉〉

本报讯（记者马雅宁）“中
风”亦称脑中风，是中医的称
呼。中风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除了遗传因素外，现代年轻人
的不良生活方式是一个重要诱
因。许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作息时间不规律，平时又摄入
过多的脂肪，再加上缺乏体力
活动，这些都是诱发疾病的因
素。普及人们对脑中风的认识
和了解，增强预防意识，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该病发
生。

10 月 15 日 9 时，由农工党
焦作市委、市卫计委、市中医
管理局、焦作日报社联合举办
的焦作中医大讲堂网络直播节
目在焦作网播出，焦作市名中
医、沁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
科主任、中医师吴玲明，深入
浅出地为大家上了一堂常见中
风病的预防与治疗视听课程，
让广大网友受益匪浅。

节目中，吴玲明凭借多年
的临床经验告诉大家，发生头晕、头痛，一侧上下肢或
单侧身体麻木，一侧面部麻木或舌体麻木、舌体斜歪，
突发语言困难或失语等都是中风病的先前症状。可往往
有的人误认为劳累了,有的人认为是休息不好造成的,有的
人自认为是颈椎病造成的，没有及时就诊延误了最佳诊
疗时机。这主要与平日暴饮暴食、过食辛辣油腻、饮
酒、暴怒伤肝等有关，中风病的预防重点在于生活方
式。预防中风病要从病因开始，及时发现中风病的先
兆、症状并积极治疗，预防发生不良后果。

广大读者和网友想知道详情，可登录焦作网www.jz-
rb.com，进入网络直播或关注焦作网微信公众号jzwww点
击收看本期节目。

中
风
病
的
预
防
与
治
疗

扫
描
二
维
码
看
焦
作
中
医
大
讲
堂
网
络
直
播

本报记者 付凯明

农历九月初九是传统的重
阳节。重阳节又叫登高节、老
人节。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就要
到了，人们不禁又谈起了尊老
敬孝的话题。

近日，网友 【烟雨霏霏】
在网上发起倡议：孝心不能
等，重阳节，请带着你的父母
一起去登高。该倡议一出立刻
引起网友们的热议。重阳节
近，山间已层林尽染，秋色正
浓。重阳时节，老人们或赏菊
以陶冶情操，或登高以锻炼体
魄，给桑榆晚景增添无限乐
趣。撇下繁忙的工作，陪父母
一起走出家门，踏入山水间。
置身峰顶，远眺苍山连绵起
伏、天空湛蓝、云卷云舒，低
寻山坡随风摇曳的野花，或静
赏林间秋叶的曼妙舞姿。此时
携父母同游，既尽了做儿女的

一分孝心，也为老人的生活增
添了一抹亮彩。

网友 【小不点】 在网上道
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他说：

“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做晚
辈的要尊重长辈，这是中华民

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德。这
样的道理即便是小学生也明
白，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就像老话说得那样，久病
床前无孝子，当你的老爸老妈
身体健康时，去尽点孝心还容

易，反之，真要是到了‘拖
累’人的时候，还能经得住考
验那才让人佩服，那才更能让
人感到美德的存在。”

“父母为我们操劳辛苦一
辈子，现在还要帮我们带孩子
料理家务，看着他们日渐弯曲
的背影，做儿女的心里很是难
过，总想着怎么才能让他们开
心快乐，重阳节就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我会休息一天，带着
父母去爬一次山，吃一顿西
餐。”网友【图图妈】说。

记者在网上与一些网友交
流，大多数网友愿意在重阳节
的时候带父母去登高赏秋，或
是一起吃顿团圆饭，但也有小
部分网友表示工作原因身不由
己，不能陪父母出游或是团
圆，但他们表示会打电话或以
其他形式向父母表达问候。

重阳节，秋高气爽，在爸
妈还能走动的年龄，和他们一
起出发吧！

重阳节，带着父母看风景本报记者 付凯明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以下简称新《食品安全法》)已于10月1
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通知，要求各
级人民法院认真学习贯彻新《食品安全法》，
正确审理食品纠纷案件，严厉制裁食品生产
经营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百姓餐桌安全。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广大网友热议。
食品消费该如何维权？广大网友最关心的是
哪一项新规？相关部门对此有何看法和解
释？这期的网谈话题我们将和广大网友一同
讨论。

网友 【菲亚特】 说：“很多时候，咱老百
姓去饭店吃饭发生纠纷，在要求赔偿的时候
往往受阻，因为吃饭时一般都是和家人或者
朋友一起，有时候碍于情面也就作罢了，但
是我了解到新 《食品安全法》 规定，生产或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增加赔偿金
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计算，我觉得这是新

《食品安全法》一大亮点，不知道落实起来将
会如何。”

就此网友的看法，记者采访了河南理工
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付领。张付领说，保证
千元保底赔偿制度的有效落实，执法部门要
从加强日常管理入手，注重源头防控才能做
到可追溯、可寻根，才能够依法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多留个
心眼儿，保存好相关购物凭证、食品样本等
有效证据，防止被动维权。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新规值得广大网友
关注呢？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新 《食品安全法》 增加了一些更加贴近
百姓实际的管理和处罚规定。例如婴幼儿乳
粉的配方实行注册制，要经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生产企业不得以分装方
式生产，应当建立、实施从原料进厂到成品
出厂的全过程质量控制。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新《食品安全法》增加
了首负责任制，即食品生产和经营者接到消费
者的赔偿请求后，要先行赔付。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稽查科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下一步，我们
将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采取
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
传，提高群众对食品安全知识的知晓率，努
力营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重视食品安全的
良好氛围。”

新《食品安全法》严字当头
网友：让食品消费更加安全放心

本报记者 原文钊

“如今，大街上盲道被占
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给盲人
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近
日，网友 【风轻云淡】 在网
络上呼吁，全社会都应该为
盲人营造一个安全、良好的
出行环境。

目前，我市盲道被占的

现象屡见不鲜，虽然有关部
门也在不断加大整治力度，
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我市民主路、人
民路等路段发现，一些盲道
常常被停靠在人行道上的机
动车霸占，有的盲道甚至长
期成了电动车、自行车的停
车场。这些不文明的现象引
起了网友们的高度关注。

“盲道是盲人独自出行的

安全保障，为盲人营造一个
良好的出行环境，从小处说
是对特殊群体的照顾，往大
处说是社会文明的体现。”网
友 【晨雨】 说，“随着社会文
明的不断进步，关心、关爱
残障人士已经成为全社会的
共识，每个人都应该提高认
识，为营造更加和谐、文明
的社会贡献力量。”

请给盲道让让路 别把盲道变“忙道”

顾培利 作

图为塔南路太极景润小区附
近，许多私家车在盲道上停放。

宁江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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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网谈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
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
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刊发读
者来论，共同碰撞思想的火花。来
稿信箱：jzrbsp@163.com。

比“青岛大虾”还坑：泸沽湖景区
药材按克卖，两小包就得 5000 元！今
年十一黄金周，央视记者随旅行团前往
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泸沽湖体验旅
游，在这里记者发现：村寨导游与银器
店签约推销，银饰品价格高出市场近一
倍；泸沽湖惊现玛卡价格陷阱，价格也
可谓贵得离谱。对近期出现的一连串坑
人“天价”事件，你怎么看？

【观点1+1】
@z531312762：天价消费真荒

唐，坑蒙拐骗良心丧；职能部门应负
责，莫让商家逞凶狂；明码标价应坚
持，发现问题渠道畅；和谐市场诚信
始，共享消费好时光！

@细数青山望蓬莱：“天价”买卖
都是一锤子买卖。这一锤子砸碎了商家
诚信，砸没了公平竞争，砸乱了市场秩
序，砸毁了景区形象。监管部门监管不
力，实际上就是对“一锤子买卖”行为

“心慈手软”。对此，监管部门应该亮出
严厉整治的“大锤”，让不良商家受到
严惩！

@硕鼠米米 2011：旅游景点有
“坑”，似乎已经成了公众默认的事
实，很多旅游景点的商家压根儿就不
需要回头客，来一个就宰一个。相关部
门要规范旅游景点商家的经营行为，
不要让离谱的“天价”再影响游客的心
情了。

@阿七若丹：游客不是傻子，臭
名在外的景点终究会成为“众弃之
的”。所以，导游不要违背基本的职业
道德去赚黑心钱，各景点管理部门更要
为景区的健康发展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不要被短期效益所迷惑。

@kellykeron：一般来说，我很
少在旅游景区买东西，先不说景区存在
这样那样的“坑”，单是售后服务就没
有保障。我奉劝相关景区的不良商家，

别把游客当成羔羊，想咋剪毛就咋剪，
游客会用脚投票，不要等到失去游客
了，才知道后悔。

@风开季节：景区存在这些“大
坑”，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游客都知
道，为何监管部门不知道呢？我想，正
是因为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才使某些商家有恃无恐，这种状况不改
变，最大的受害者恐怕不仅是游客！

@我爱干煸茶树菇：从表面上
看，这是商家对游客下手太狠，但其中
容易被公众忽视的事实是，利益受损的
消费者大多是异地游客。对此，我们很
容易想到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在作怪。我
想，很多不良商家一定不是第一次这么
干了，如果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马上就
能严厉处罚不良商家，此类事件一定不
会遍地开花。

@江苏日月江南：要防止在旅游
时跌进消费陷阱，消费者要注重自我保
护，一是尽量少购买一些并不必要的东
西；二是不购买价格过高的商品；三是
购物时要注意保留凭证，切身利益受损
时通过媒体、网络和管理部门的热线电
话进行维权。

【下期话题】

行善“罗生门”
近日，在四川省西昌市，一位女孩

给摔倒老人喂米线的照片在微博上和朋
友圈走红。很多网友给女孩点赞，称她
是西昌“最美暖心女孩”。但同时，也
有不少质疑的声音，认为女孩这样做是
想出名，在摆拍、作秀。记者调查结果
表明，该女孩确实是在行善而非别有用
心的作秀，由此，为围绕该事件的争论
画上了句号。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
作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天价”会成谁的“坑”

10月5日，17名驴友在广西金秀瑶
族自治县忠良乡长滩河自然保护区露营
时，因暴雨遇险被困。当地政府组织搜
救，历经 51 个小时，终于将他们救
出。12日，当地相关部门对17名获救
驴友每人处以罚款1000元。

驴友每人被罚千元看似不少，却远
远抵不上当地为营救他们付出的代价。
据介绍，当地紧急出动 100 多名民警、
消防员，派出200多名干部群众、40多
名医生护士以及 300 多名后勤增援人
员，出动 80 多台次各种车辆、冲锋
舟，直接经济支出 10 万余元，这还不
包括后续工作相关费用。相比之下，每
人千元的罚款更像是“罚酒三杯”。

近年来，一些驴友擅自登山遇险的
事件时有发生，政府都投入巨大的人力
物力进行救援，但肇事的驴友鲜有因此

受到处罚，即使有，也只是象征性处
罚。2011 年国庆期间，一支 14 人户外
登山团队违规进入阿坝州四姑娘山景区
海子沟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为营救
这 14 名登山者，当地出动上千人，耗
费近13万元，而驴友仅被处罚1500元
钱，平均每人107元。

在公民面临重大危险的情况下，国
家、社会有责任和义务进行救援。不
过，不少驴友遇险，都是自己的任性造
成的，比如未经批准私自进行登山活
动，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等。驴友自己
犯下的错，却要耗费公帑，让纳税人埋
单，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换个角度讲，处
罚的目的是惩戒，可区区千百元的罚款
何以能让驴友花钱买教训？事实证明，
一些驴友并没有为自己的过错反省，反
而觉得政府救援是理所当然的。在谈

到四姑娘山获救驴友时，四川省山地救
援总队户外运动教练秦卓然曾痛心地
说：“一看到他们我就心寒，坐在那里
像英雄一样摆谱，他们没有感觉到，
这个事件给救援队造成了什么影响。”

对于任性的驴友处罚力度过轻，主
要在于相关制度的缺失。目前，各地对
于驴友的处罚，只是依据规定对其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比如《自然保护区
条例》规定“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
区的核心区”等，并不涉及由此造成的
后果。

在国外，违规旅行的驴友遭遇危险
时，政府也会全力搜救，但当事人被救
出后，必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在美国，
由于违规探险造成的额外成本过高，目
前全美已有8个州通过可对“疏忽或刻
意违规者”收费的法律。

随着探险旅行成为时尚，遇险和救
援的情形逐渐增多。我们除了提醒驴友
提高避险能力外，更要完善制度，让违
规者为救援成本埋单。前不久，《四川
省登山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稿）》公开
征求意见，拟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展
登山活动发生登山事故，救援单位事后
有权向受援者进行追偿，由其支付应当
由个人承担的费用”。笔者认为，只有
加大追责力度，提高违规成本，才能促
使广大驴友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追责任性驴友不应只是“罚酒三杯”
□张枫逸

近日，苏州、无锡、南京等地一
些中小学塑胶跑道被曝“有毒”，部
分孩子出现流鼻血、头晕、起疹等症
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目前，江苏
省教育厅已责成相关单位对涉毒塑胶
跑道再次送检，查明原因，并对全省
校园塑胶跑道项目开展排查，防范

“漏网之鱼”。
本是为了促进孩子健康而修建的

塑胶跑道，却出现有损孩子健康的问
题，令公众感到痛心的同时，也感到
疑惑：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塑胶跑道怎
么会有毒呢？多位专家告诉记者，国
家和江苏省早就出台了校园塑胶跑道
的相关标准，对其物理和化学性能都
有具体要求，严格按照标准设计建造
的塑胶跑道肯定是安全的。

“毒跑道”如何“闯关”混进校
园？从已经查明的情况看，此次“涉
毒”塑胶跑道是一些市县自筹自建的
塑胶跑道项目，把关不严、标准不
高、层层转包等问题突出。一位教育
界资深人士说，目前教育设施建设主

体多元，除了教育部门直接建设外，
还有开发商代建、地方政府代建等。
这些教育部门拿到的“收钥匙工
程”，涉及部门较多、相关利益复
杂，有的安全隐患突出。

杜绝校园“毒跑道”，地方教育
部门固然难辞其责，住建、环保、质
检等部门也不应袖手旁观。尤其是各
方代建的教育设施，相关部门应在招
标、施工、验收、检测等关键环节加
强监管，杜绝层层转包、以次充好等
问题，消除校园安全隐患。

在严格监管的同时，一些滞后的
标准也应尽快修订完善。据业内人士
透露，一些企业在塑胶跑道中添加了
邻苯类、芳香烃等有毒物质，严重威
胁孩子健康，但目前未被列入国家规
定标准的检测范围，难以有效防范。
笔者希望相关部门紧急行动起来，针
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检测标
准和范围，消除监管盲区，让孩子奔
跑在安全的跑道上。

让孩子奔跑在安全的跑道上
□凌军辉

“造”音 蒋跃新 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