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义勇为还是无故伤人？正当防卫还是防卫
过当？这段时间，“赵宇案”成了一大社会热
点。日前，检察机关对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
检察院就赵宇见义勇为一案的处理作出纠正，认
定赵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福州市公安局发布通告，表示将积极为赵宇
申请见义勇为表彰，切实弘扬社会正气、彰显法
治精神、体现公平正义。

去年12月，福州市晋安区某公寓楼，李华强

行踹门进入他人住宅，殴打谩骂邹某，引来邻居
围观。暂住在楼上的赵宇闻声下楼查看，在上前
制止过程中致李华重伤。从案发后警方以涉嫌故
意伤害罪刑拘赵宇，到今年1月检察院以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从2月17日
律师“可能要判3-7年”的消息在网上传出，到2
月20日警方以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将赵宇移交检
察院，从2月21日，检方以防卫过当对赵宇作出
相对不起诉决定，到3月1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指导下，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指令福州市人民检察
院对该案进行了审查，以正当防卫对赵宇作出无
罪的不起诉决定，“赵宇案”可谓一波三折。

社会关注“赵宇案”，不仅是对当事人赵宇
的关切，也是对“正当防卫”的关注，更是对见
义勇为的呼唤。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要鼓励

见义勇为，强调要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强调要大力弘扬正义、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道
德要求，但在现实中，“失主追小偷，小偷滑倒
死亡案”，当事人被追究“过失致人死亡罪”，
大学生见义勇为打伤猥亵女性的保安被刑拘等事
件，总是“唱反调”。在个别案例中，基层办案
单位对见义勇为情节认定不够准确，对“正当防
卫”等法律规定理解不够透彻，似乎“谁死人谁
有理”“谁伤重谁有理”。尤其是正当防卫与防
卫过当，“一字之差”给当事人带来的后果，给
社会带来的导向作用，有着天壤之别。

一个案例胜过十次说教。法律条文是枯燥
的，而每一个案例是鲜活的，一个好的案例，就
是最好的司法解释，就是最好的社会动员。对于
“赵宇案”，检察机关进行重新审查，进一步明

确了执法标准，赵宇制止李华殴打他人，属于正
当防卫，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公安机关将积
极为赵宇申请见义勇为表彰。显然，这样的认
定，既是回应了社会关切，体现了司法担当，有
利于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

每一个案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
一块基石，也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
我们高兴地看到，检察机关通过“赵宇案”的办
案实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办案过程，
使司法活动既遵从法律规范，又符合道德标准；
既守护公平正义，又弘扬美德善行，最终实现
“法、理、情”的统一。一水滴能反射太阳光
芒，一件案例也能折射正义光辉。我们相信，一
次成功的案例，不仅影响当事人，更影响社会风
气，不仅影响当前，更影响长远。

因物业向外卖员收取1元钱的“设备磨损
费”，重庆市渝北区“上品拾陆”小区近日来受到
关注。2月28日，该小区物业管理方回应称，物业
已停止向外卖员收费，并发出通知，严禁外卖员
骑摩托车进入该小区。(3月4日澎湃新闻)

据物业称，收费源于发生在小区内的几次事
故，外卖员骑车把业主撞了。在征求业主意见、得
到当地物价部门批准后物业开始收费。本次收费
引发网友关注后，物业停止了收费，但小区与外
卖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网购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给快递行业带来了
新的增长动力，催生出巨大的快递服务需求，也
不断向社区管理、行业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不仅
是快递进小区面临新问题，进社区及其他封闭场
所、快递电动车上路等也常常引发争议，由此可
见“快递进小区纠纷”颇有解剖意义。

“小区外卖纠纷”拷问现代城市管理。在快递
和小区管理问题上，应当秉持集思广益的科学民
主方法，而不宜采取强硬做法一禁了之，更不能
漠视业主意见，伤害业主权益；消费者也要积极
为物业管理献计献策。总之，迅猛发展的快递业
需要厘清市场与利润、用户与管理者的多重关
系，规范经营，力争最大程度上达到消费者、快递
企业和小区物业管理、社会管理的多赢。

“开车还敢违停吗？连无人机都加入抓拍违法
行列了。”2月28日，一则网帖热传，文中指出，仅2
月，南宁利用无人机，就查处了438起违停。处罚力
度加大和执法范围的延伸，引起不少当地车主的
警惕。(3月3日《新京报》)

用无人机抓拍交通违法情况，管理优势显而
易见。不过，也应该看到，无人机拍违在提升交管
效率和震慑交通违章的同时，不乏由此衍生出的
争议声音。比如，“执法覆盖面能否全域覆盖”“所
拍画面清晰度是否会对处罚判定产生影响”“飞行

过程中如何保障安全性”“无人机航拍执法会不会
侵犯到个人隐私”等等。因此把无人机拍违的“执
法权”装入制度笼子，显得必要与迫切。

为无人机拍违建章立制，首先要保障其飞行
安全和操作规范。要明确无人机的安全标准、功能
检修、事故责任和问责处罚，清晰界定其飞行高
度、航拍区域，确保无人机的安全飞行；其次要明
确无人机拍摄数据信息的规范管理。既要保障违
章处罚证据的清晰确凿，又要防止对公民隐私的
滥用与外泄。(文/张玉胜 漫画/张建辉)

3月4日，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
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以学校食堂、学生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学校周边的小超市、小食品
店、小餐饮店等为重点单位，以畜禽肉及肉制品、
蛋及蛋制品、乳制品、食用油等大宗食品原料及

“五毛食品”等为重点品种，组织开展春季开学学
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3月6日新华网）

近年来，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食品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些名称奇葩的“五毛食品”
以其低廉的价格、艳丽的色泽、香辣刺激的口感
成功地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虽然市场监管部门
对非法生产和销售“五毛食品”的行为进行多次
整治，但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特别是农村，“五毛
食品”依然活跃在孩子们周围。

据媒体披露，“五毛食品”包装袋上几乎找不
到食品质量安全标志，包装印刷粗糙，生产批号
以及可食用日期模糊，有的没有进行真空包装，
甚至有的滥用有毒塑料包装等问题。有专家分
析，从膳食营养的角度看，“五毛食品”一般为高
油、高糖、高盐类食品，少年儿童吃了这些食品，
相应地会减少正常的营养摄取，从而影响生长发
育。而且，一些“五毛食品”多是小作坊、黑作坊生
产，卫生条件差，产品质量无以保证，一些“五毛
食品”超剂量添加色素、鸡精等物质，对学生的身
体健康和生长发育会带来不良影响。包围校园的
小辣条、“傍名牌”山寨小食品，在一些学校周边、
农村地区大行其道，让人深恶痛绝。

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重中之重。政府部门
必须加强市场监管，尤其是对农村儿童食品存
在的假冒和仿冒知名品牌、滥用食品添加剂、
销售过期食品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规范
市场秩序。要加强儿童食品生产销售监督检
查，对经营“五毛食品”的商店、摊点坚决予
以取缔，强化源头治理，加强对食品生产企业
和小作坊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生产“五毛食
品”的企业依法从严惩处，严厉打击不法从业
者，斩断不合格零食的生产、销售链条，保障
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

遏制“五毛食品”滋生泛滥，要多管齐下。加
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增强
生产经营者守法意识，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意
识。学校、老师和家长也要承担起责任，加强小学
生食品安全和健康饮食教育，增强孩子们的识假
辨假、抵制能力，对“五毛食品”及其销售者及时
进行监督举报，共同营造健康安全和谐的校园周
边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应加快儿童食品研发，提供
孩子们真正喜欢的食品，从食品原料选择、制作
工艺等源头上入手，有针对性地研发物美价廉又
营养健康的小零食，满足孩子们的饮食需求，还
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

一言以蔽之，根除有毒的“五毛食品”非一日
之功，相关部门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坚决铲
除危害孩子健康的“五毛食品”。

小区外卖纠纷

拷问现代城市管理
□ 斯涵涵

一个案例胜过十次说教
□ 孙秀岭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上海俊客贸易有
限公司等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
会二审行政判决书》显示，北京高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中争议商标由字母“MLGB”构成，在网络环境
下已经存在特定群体对“MLGB”指代为具有不良
影响含义的情形下，应认定争议商标本身存在含
义消极、格调不高的情形。(3月3日《新京报》)

虽然按照涉事公司的说法，“MLGB”商标是指
“My Life’s Getting Better”，但是该公司提交的证
据尚难以证明该含义已为社会公众所广为认知，
相反的，社会公众更易将“MLGB”认知为不文明用
语。事实也是如此，因此，法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法律层面讲，涉事“MLGB”并不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比如，《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
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
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因此，从情理角度来看，如果任由“MLGB”成
为合法商标，会给公众带来不良影响，也会纵容更
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词语注册商标。为了积极
净化网络环境、引导青年一代树立积极向上的主
流文化和价值观，维护好市场经济秩序，向

“MLGB”注册商标说“不”是很有必要的。

“MLGB”商标被判无效

具警示意义
□ 杨玉龙

■ 漫 画保障孩子们

舌尖上的安全
□ 潘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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