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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翔

据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报道，
因市民报料买到不合格电缆，记者
前往湖南丰旭线缆有限公司采访
时，遭到企业负责人阻挠，多台价
值超 4万元的采访设备被砸坏。随
后，湖南湘江新区公安局通报称，
该负责人谢某某因涉嫌故意毁坏财
物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涉事企业负责人面对记者采
访，不是诚恳回应问题，而是粗暴
砸毁设备，暴露的不仅是该企业负
责人的法律意识淡薄，更折射出某
些商家对产品质量安全的漠视——
产品质量有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
不被曝光、不影响销售。

谢某某故意毁坏财物，价值超
过 4万元，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刑

事立案标准是 5000 元。越过法律
红线的谢某某因此被刑拘，一点不
冤。其行为性质恶劣，不仅给他人
造成了经济损失，更是对新闻采访
权的公然挑衅。新闻采访是媒体监
督社会、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保
障记者合法采访权益，就是维护公
众的知情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谢
某某虽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刑
拘，但从事件链条来看，产品质量
问题才是根源。

毁坏财物是“表”，制售伪劣
产品才是“里”。谢某某砸坏记者
采访设备，想要掩盖的无非是自
身 电 缆 产 品 的 质 量 问 题 。 事 实
上，这已经不是该公司首次因产
品质量问题进入公众视野。2018
年 2 月，湖南质监部门发布关于
假冒伪劣产品的十大典型案例，
其中就有“湖南丰旭线缆有限公

司无证生产不合格及擅自出厂销
售未经强制认证的电线产品案”。
多年前就上了黑榜，产品质量至
今依然有问题，却似乎并不影响
其生产销售，叫人难以理解。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
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
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
售金额 5 万元以上的，是犯罪行
为，而且后果很严重，最高刑期是
无期徒刑。在这起事件中，涉事公
司生产的电缆明显不符合相关标
准，属于不合格产品。如果该公司
将这些不合格电缆投入市场进行销
售，且金额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
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那么其行
为就完全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的构成要件。

阻挠记者采访，暴露该企业对
舆论监督的抗拒。以触犯轻罪 （故

意毁坏财物罪） 试图规避重罪 （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谢某某的行
为动机不难理解，但办案机关绝不
能让其得逞。电线电缆产品，关乎
电力输送安全，更关乎人命，其危
害不仅限于侵犯消费者财产权益，
还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伪劣
产品通过不正当手段抢占市场份
额，破坏市场正常供求关系和竞争
机制，或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最终
将影响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任 何 企 业 不 能 逾 越 法 律 红
线。谢某某阻挠记者采访、砸坏
设备，不只是一起简单的故意毁
坏财物案件，其背后可能隐藏着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严重违法行
为。斩断制假售假黑手，需要法
律利剑高悬，让法治阳光照亮每
一个角落，以维护市场公平正义
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砸坏记者采访设备就能掩盖电缆质量问题吗

温竞华

科技社团禁止过多过滥设立
表彰项目、禁止以撑门面为主要目
的邀请院士专家出席活动、禁止举
办“应景式”活动、主办国际活动不
得“穷大方”摆排场……中国科协
日前向社会公布《中国科协关于科
技社团举办活动的若干管理规
定》，9 条新规剑指当前科技社团
举办活动中的不良风气。

科技社团是学术交流的重要
平台，本应是科技创新的一方沃
土。但近年来，一些社团活动却变
了味：有的沦为“名利场”，表彰奖
项满天飞；有的成了“秀场”，重形
式轻内容；有的甚至借学术之名行
牟利之实。这些乱象不仅浪费科研
资源、消耗工作精力，更污染学术
生态、损害科技社团的公信力和创
新力，必须下猛药治沉疴，扶正气
扬新风。

科技强国建设离不开风清气
正的科研环境和学术风尚。从“两
弹一星”、载人航天到高铁、5G……
每一项重大科技进展，无不是广大
科研工作者心无旁骛、潜心钻研的
结果。当前，世界科技竞争日趋激

烈，我们更需要让科研工作回归本
真，让科技社团真正成为创新思想
的孵化器、学术交流的主阵地。

抵制不良学风必须直面问题，
勇于亮剑。中国科协此前就曾出台
针对全国学会会员管理的若干规
定，对交钱就能入会、会员学术造
假等不端行为进行规范整治。此次
针对科技社团活动出台新规并主
动向社会公布，就是要把问题摆上
台面，接受全社会共同监督。

此外，还需建立监管长效机
制。要保证规定能够真正执行，建
立管得住、可操作、能问责的作风
学风监管体系，压实主管单位监管
责任和科技团体主体责任，主动排
查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对违规行为
加大处罚力度，以“零容忍”的态
度、严格的手段、严肃的惩处，划出
谁也不敢逾越的红线。

优良的作风学风是科技工作
的“生命线”。规范科技社团活动是
科技界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的抓手
和缩影，只有不断优化创新的生态
土壤，搭建好学术思想和观点碰撞
的平台，才能更好让科技创新的

“千里马”竞相奔腾，为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

抵制不良学风 回归科研本真

陆 仁

消费复苏是推动经济回暖的重
要引擎，但在“重拳出击”、从严
整治违规吃喝的背景下，部分地方
出现了“一刀切”现象，导致一些
正常消费需求被抑制。广大党员干
部如何在合规守纪前提下，主动

“下场”，带动消费？前不久，重庆
市荣昌区委书记高洪波以身示范、
带头消费的视频，广为传播，深受
舆论好评，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
了鲜活样本，展现了合法合规引领
消费的智慧与担当。

近年来，一些地方将整治违规
吃喝，异化为“一刀切”的禁令，
导致公职人员不敢下馆子，企业不
敢正常接待，消费市场陷入“寒蝉
效应”。身为正厅职干部的高洪波，
敢于以“自费请客”打破僵局——
他多次公开倡导干部带头消费，并
自掏腰包宴请人大代表、创业者、
劳模等群体。这种行为，不仅传递
出“合法消费无需遮掩”的信号，

更以实际行动证明，公职人员的正
常消费，与违规宴请的界限清晰可
辨。正如网友所言，身正不怕影子
斜，合理消费何惧公开？领导带头
消费，并非“作秀”，而是通过公开
化、透明化操作，及时亮明态度，
祛除公众疑虑，激活市场信心。

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既是形
象，也是导向。高洪波的行动，之
所以赢得赞誉，在于其严格遵循

“合规”标尺。对于引发社会关注
的“请客”行为，高洪波明确表
示，是自费买单，不踩“红线”。
他还主动公布了消费明细，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这种明明白白的消
费，避免了公款吃喝的嫌疑。同
时，他倡导的“带头消费”，更深
层次的意义还在于，聚焦提振本地
产业，通过宴请企业家，包括一些
外地的“网红”，推介地方特色

（如荣昌卤鹅等特产），将消费行为
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这种

“精准发力”，既提升了地方的知名
度、美誉度，又有助于地方消费提

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亲情靠走动，经济靠流动”。

这个典型事例启示我们，在提振消
费这件事情上，合法合规的领导带
头，能够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全社
会形成健康消费氛围。在荣昌，从
干部带头买新衣、下馆子，到开放
政府食堂宴请游客，再到出台《卤
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地
方政府始终以“合规”为前提，将
个人消费行为与产业政策有机结
合。这种治理方式，体现了对经济
运行规律的深刻理解，也彰显了因
地制宜的灵活性。其行为，包含着
最为朴素的价值观，就是“民生为
本，发展为要”。

整治违规吃喝的核心，是整治
“违规”，而非吃喝本身。领导干部
公开消费，为公众树立的是“光明
正大消费”的榜样。事实证明，干
部敢于在阳光下展示真实消费需
求，不仅能破除形式主义的枷锁，
更能激活民间消费的潜力，形成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群众参

与、多方受益”的良性循环。高洪
波算过一笔账：1万市民每人每周
多消费 100元，就能为小微商户创
造百万级生存空间。数据显示，他

“打卡”后的那家不起眼的街边小餐
馆，日均客流量增长了 40%。这种

“官员带头－商户受益－游客慕名
而来－消费活力提升”的传导链，正
是“烟火经济”最温暖人心的场景。

民以食为天，饭总是要吃的。
提振消费，需要更多“高洪波式”
的担当。在这之中，既需要冲破认
识误区的勇气，更要有合规守纪的
操守；既要有展现“烟火气”的温度，
也要有坚守制度“红线”的定力。唯
有如此，才能在各方良性互动中，
让消费市场真正热起来、活起来，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禁止违规吃喝，也要善于推动合规消费

漫画角

过度打卡 王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