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2018年度十
大商事典型案例”，记者留意到，在其中一个典
型案例中，3万多元的快递丢了只赔300元，对这
种“霸道”的理赔，法院未予支持。一审法院判
决，快递公司向李某赔偿30964元。快递公司不
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中院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月2日《工人日
报》）

首先必须承认，在快递业务中，将快件完好
无损地送到消费者手中，是快递公司最基本的责
任；如果因快件在投递途中丢失，快递公司没有
将快件安全送到消费者手中，那么表明其未能履
行职责，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换言之，投递途中
的快递丢失，消费者要求快递公司全额赔偿，这
样的维权诉求，理应得到支持。可见，李某3万
多元的快件丢了，快递公司只赔300元，如此
“霸道”的理赔，法院当然不予支持。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近日，根据国家邮政
局的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丢件、快件
损毁是快递业投诉的主要问题。消费者对快递业
务申诉的主要问题是快件延误、服务态度差、快
件丢失及内件短少，占快递业务有效申诉量的
85 . 4%。可见，快递行业极不规范，乱象丛生，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关键
在于行业监管政策滞后，行业自律意识不强，行
业标准缺位。特别是，相关法律的滞后，为快递
行业出现包裹延误、丢失、损毁、内件短少及服
务态度差等不良现象埋下了祸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有关规定，
“保价的邮件丢失或损毁的，按照保价额赔偿；
未保价的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按照
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
的三倍。”同时，依据速递单背面《国内快递服
务协议》的约定，对未保价物品只能按照最高赔
偿不超过300元/票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此语境
下，发生快件丢失、损毁等行为，法院的判处也
是大相径庭。例如，2012年11月，某珠宝公司给
深圳的客户快递了两块1公斤重的24K黄金，价值

68万余元，结果客户收到的是一只空箱子。事
后，快递公司只答应赔2000元，法院就此案进行
判决，快递公司无需担责。

可见，首先必须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修缮，
取消一些为快递公司免责的“霸王”条款，强化
快递行业的赔偿责任，让客户承担零风险，维护
消费者的利益。例如，如果消费者有充分证据，
能够证明所投寄的货物价值，即使没有保价，也
应获得原价赔偿。换言之，快件丢失全赔，应成
为快递业的一项法定义务。特别是，快递公司应
进一步强化管理和服务，规避包裹延误、丢失、
损毁、内件短少及服务态度差等不良现象。如
此，快递会更安全，也会进一步促进网络消费，
这对于电商、快递公司和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多
赢的结果。

中国的“限塑令”已经走过11个年头。但记者近
日调查发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饮品塑料杯、
塑料吸管、吸管包装袋、饮品塑料托盘、杯口封装
直饮盖等塑料垃圾仍然无处不在。（5月30日《法制
日报》）

我国从2008年6月1日起实施“限塑令”，成绩有
目共睹。截至2017年，全国主要商品零售场所累计
节约塑料袋约700亿个，相当于节约石油900万吨或
标准煤1300多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00多万吨。

不过，“限塑令”针对的是塑料袋，不包括其他
塑料制品。“限塑令”实施11年来，在塑料袋使用量
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塑料杯、塑料吸管等白色污
染问题愈发凸显出来。记者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
饮品店都提供塑料吸管，并且不限制顾客多取用
几支。为配合不同奶茶种类，一些店家甚至准备了
多种吸管。盛放奶茶的饮品杯，则成为饮品店消耗
最多的塑料品。一些商家专门利用塑料杯透明的
特性，制作出渐变色的奶盖茶、油画一般的脏脏茶
和斑斓的水果茶。而这些精致的塑料杯，喝完后大
都会被直接扔掉。

谈及塑料垃圾，多数人会想到塑料袋、包装袋
和快递包裹，很少有人将饮品用具同白色污染联
系起来。然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塑料杯、塑料吸
管，危害却不容小觑。眼下，应该总结“限塑令”11年
来的经验教训，对“限塑令”进行扩面升级，将塑料
杯、塑料吸管等纳入限制范围。

外卖骑手给人们带来用餐便捷的同时，也带
来不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记者1日从江苏扬州交
警部门了解到，他们将给存在交通违法行为的“外
卖小哥”戴“紧箍咒”——— 交通违法1次，将被停工1
天。

如今，为了保证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目的地，送
餐小哥成了与时间赛跑的人，他们常常边打电话
边骑车；有的甚至在骑车途中随意变道、逆行、闯
红灯，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近年来，外卖小哥发生
交通事故的新闻屡屡出现在媒体上。可见，外卖小

哥们的交通违法行为已成了隐形的杀手，潜伏在
大街小巷里，不仅威胁着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而且也成为文明城市不和谐的音符。

因此，笔者以为，江苏扬州交警部门规定交通
违法1次，将被停工1天的做法，既是对外卖小哥的
一种惩罚，更是对外卖小哥的一种爱护。愿通过戴

“紧箍咒”的惩罚方式，倒逼每一位外卖小哥提高
交通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从而养成“文
明送餐”“安全送餐”的良好习惯。

(文/东方网 漫画/张建辉)

5月24日，南宁廖女士因扁桃体发炎发高烧，
到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进行诊治，其间被错输了
他人用于治疗尿路感染的注射液，而其本应注射
的药液被用于一位男士。5月31日，院方回应称，对
此事不作任何处理，也不负责。对于输错药水可
能带来的不良影响，院方表示，从理论上讲人的
肌体可以将药物代谢掉。6月2日，医院发布情况
说明，相关责任人被处理。（6月2日澎湃新闻）

根据院方最新的“情况说明”，当班护士被除
名，患者诉求中心主任被免职，护理部主任、急诊
科主任、急诊科护士长等被诫勉谈话，同时全院
立即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输错药水”事件处理可
谓严厉，只是来得迟了些。

药品使用关乎患者健康和生命，不可丝毫马
虎大意，这是基本医疗常识，在输液过程中“张冠
李戴”，轻则延误治疗、加重病情，重则危及患者
生命，其后果之严重不言而喻。万幸的是，廖女士
输错药水仅四五分钟后就被家属发现，错输的药
水也不算严重，否则后果或不堪设想。

但这种“万幸”应该成为提高用药安全意识、
弥补管理漏洞的警钟，而不是逃避问题、推卸责
任的借口。面对低级失误，最初院方非但没有及
时补救、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反而听之任之，不
作任何处理，也不负责，进而百般辩解，可谓错上
加错。

理论上讲，给患者输错药水不一定总会产生
严重副作用，有些药物也许可以代谢掉，但医院

责任无法“代谢”。有个细节耐人寻味：患者家属
第一时间把输错药水的情况反映给了医院工作
人员，但院方7天后才作出“药物可以代谢”的回
应——— 患方怀疑，医院迟迟不回应的目的是拖延
时间，逃避责任。

比输错药水更可怕的，是医院管理存在漏洞
以及逃避问题、推卸责任的态度。构建医患互信
关系往往需要长期努力，但破坏医患关系很简
单，有时一句雷言雷语足以。医生一边声称“自己
没注意”“对这个药不熟”，一边却言之凿凿地表
示“药物可以代谢”，患者和公众还能相信医院
吗？

现实中，医院输错药水、输过期药等低级失
误不是个案，但并非每次都是“万幸”。这次输液
乌龙事件再次为医疗行业敲响警钟：不管什么样
的失误，院方都应及时面对、科学处理、汲取教
训，切实承担起应负责任，打消患者和社会疑虑，
否则可能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

本次乌龙事件就很典型，如果院方能及时处
理、坦诚以待，“输错药水”事件不会产生这么广
泛、恶劣的影响。媒体曝光并引发关注后，一批责
任人被严厉问责，医院也拿出了引以为戒、举一
反三的姿态，如果没有媒体曝光呢？

尽管严厉问责来得迟了些，但毕竟没有缺
席。医院对事件的处理重申了常识：用药安全事
关重大，任何环节的漏洞足以带来无法挽回的后
果，荒唐的“代谢说”亦不攻自破。

近日，记者走访了不少杭城中小学后发现，占
据学校生命教育课堂最普遍的一个方式就是———
孵小鸡。而且“孵小鸡”不仅出现在了校园里，还被
孩子们带到了家里，于是，家长们纷纷在朋友圈晒
出了自己的“快乐与烦恼”。（6月2日《钱江晚报》微
信公众号）

孵小鸡可以借机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比如，
小鸡破壳而出时，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神奇与珍贵；
还有，雏鸡夭折时，学生从悲伤中可以领悟到生命
的脆弱。但同时也应看到，借助孵小鸡进行生命教
育，对于一些家庭而言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问
题。比如有的老师就表示，城市中养小鸡只是把小
鸡当作玩具，和真正的生命教育背道而驰。养小鸡
是一件辛苦且费心的事儿，弄不好小鸡还会不幸
夭折。

生命教育别只热衷“孵小鸡”，笔者以为因地
制宜、因学制宜最为重要。真正的生命教育应该是
贯穿在生活中的，起码应有三方面内涵：培养孩子
对生命的态度、提高孩子经营生命的能力、教会孩
子开发生命的潜能。从这一角度来看，开展生命教
育，需要学校与家庭乃至社会的共同努力，让孩子
们感知到生命的珍贵。总之，孵小鸡只是生命教育
的一种形式，但不能对此太过于热衷与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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