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

个人不良信息最长存5年

日前，国务院公布《征信业管理
条例》，自

2013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规定了禁止和限
制征信机构采集的个人信息，征
信机构不得采集个人的收入、存
款、有价证券、不动产的信息和纳
税数额信息， 但征信机构明确告

知信息主体提供该信息可能产生
的不利后果，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采集的除外。另外，向征信机构提
供个人不良信息的， 应当事先告
知信息主体本人； 征信机构对个
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不得超过
5

年，超过的应予删除。

近日，团市委向全市各级青年文明号集体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倡议。

3

月
4

日
上午，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会同市中心医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青年医务志愿者来到
市儿童福利院为特教班和小姐妹学前教育班的孩子们检查身体， 并向福利院老师和保
育员讲授了手足口病、麻疹、甲型

H1N1

流感的防治知识。

本报见习记者刘方摄

【现场目击】

【市民备忘录】

“优卡丹”损害儿童肾脏 我市部分药店仍在销售

本报呼吁：希望有关部门立即制止这一行为！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昨
日， 家住市区体彩广场的李先生
来电反映：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
经禁止药店继续销售儿童感冒药
“优卡丹”。接到电话，记者立即走
访部分药店。记者发现，在我市许
多药店内，儿童感冒药“优卡丹”

仍在销售。

昨日， 记者在市区解放路上
的一家药店看见工作人员正在销
售“优卡丹”，当记者问及是否知
道“优卡丹”已经下架的通知时，

工作人员说并不知情。 在申城大
道的某家药店，当记者问到“优卡
丹”的用法和用量时，售货员介绍
“多大的孩子都能吃”， 当记者追
问
1

岁以下儿童是否可以服用，售
货员称：“根据体重服用就可以
了”，并没有向记者建议该种药品
1

岁以下儿童不适用。这家药店在
售的“优卡丹”是

2011

年出产的，

说明书上【用法用量】项目中写
着：口服。

1

岁至
2

岁儿童，一次半
包；

2

岁至
5

岁，一次
1

包；

5

岁至
12

岁，一次
1

包至
2

包；一日
2

次。温开
水冲服。【禁忌】一栏中标注：严重
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

在另一家药店， 据工作人员
介绍，“优卡丹” 在销售数量上并

没有比同类药品多，“就是一般的
销售”，该药店工作人员表示近期
在网上看到过关于“优卡丹”的种
种问题， 但这种药在药店一直是
正常销售。“我们只是一个分店，

购进药品和如何销售是总部统一
安排的。”

记者随后拨通了该药店总部
的电话， 工作人员称并没有接到
质量部门的相关通知。 质量部门
说“优卡丹”的使用说明上已经标
注有“

1

岁以下儿童禁用”的字样，

表示该类药品并没有质量问题，

不需要下架。 而该家药店目前在
售的“优卡丹”是

2012

年
3

月生产
的，说明书并没有更改。

据悉，仁和药业在
2012

年
5

月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
发的《关于修订含盐酸金刚烷胺
的非处方药说明书的通知》，对儿
童感冒药“优卡丹”的说明书进行
了修改，在【禁忌】项中增加“因缺
乏新生儿和

1

岁以下婴儿安全性
和有效性的数据，新生儿和

1

岁以
下婴儿禁用本品”。【用法用量】项
未作调整，只标明“

1

岁至
12

岁儿
童可按说明书正常使用”。而在此
之前已经在市场上销售的“优卡
丹”产品，并没有做任何处理。

【来信追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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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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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价令出台半月 我市驾校学费仍未降低

近年来，驾校学费不断上涨，已经广泛引
起许多市民关注和热议。针对市民关注的驾校
培训费上涨一事， 记者随机采访了市物价办、

驾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

考驾照费：最高收费
3126

元，有关服务项
目，驾校应坚持自愿原则

3

月
3

日， 记者在市物价办获悉， 今年
2

月
20

日，为加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管理，市物价
管理办公室、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联合颁布
了信价费〔

2013

〕

18

号文件《关于小型汽车驾驶员
培训收费通知》。根据通知的规定，从今年

2

月
15

日起， 小型汽车驾驶员培训收费执行新的标准。

标准规定
IC

卡工本费
10

元，培训费
3126

元。其中：

理论培训
30

学时，每课时每人
5

元，计
150

元；驾驶
培训

48

学时，每学时每人
62

元，计
2976

元。驾校可
根据实际适当下浮收费标准。对参加培训已完成
教学大纲规定学时， 未能通过驾驶员考试的学
员，如要求在驾校继续培训的，按学时另行收费，

对因特殊情况不能完成培训的学员按剩余学时
退费。对在培训中驾校为学员提供食宿、车辆接
送等服务的，按实际成本收费，但必须坚持自愿
原则，不得强制服务，强行收费。驾驶员报名考试
费、体检费由公安、卫生部门按规定收取，驾校不
得代收。除上述费用外，不得再收取其他费用。

驾校方面：除规定费用外，还有教材费及
交警部门的

510

元考试费
新规定出台后，我市驾校收费是否按规定

执行了呢？记者随机对有关驾校进行了采访。

3

月
3

日，在一驾校报名处，记者向工作人
员咨询费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报名费
是
4000

元。“能便宜点吗？”记者问，“我们算是
便宜的了，信阳有的驾校还收

4500

元。”工作
人员说。 在驾校报名处的墙上清晰地贴着一
张各个项目的收费标准， 除了物价部门规定
的
3126

元费用外，还有教材费、受理预约服务
费以及交给交警部门的

510

元考试费。驾校一
位工作人员说，因为年前考试标准的更改，训
练量大幅增加， 年前是

4500

元， 现在下调到
4000

元。

在贸易广场的高新驾校，记者咨询得知费
用是

4000

元，但在训练场，记者咨询了正在等
候练车的学员，学员陈女士说，自己是去年

12

月份报的名，当时报名费是
4800

元。“我是去年
年底报的名，交了

4600

元，现在费用确实有点
高。”另一位女学员说。在信阳市驾校，记者咨
询的费用也是

4000

元。

在位于信阳卫校旁的职院驾校报名点，

“费用是
4300

元” 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随
后，记者来到一驾校，该报名处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学费是

4100

元。当记者询问是否知道物
价办对驾校培训费作出规定时，工作人员这样
解释道：“我们知道，但这只是学费，而且我们
还要另外代交

940

元，附带考试费（

600

元
-700

元）、

IC

卡费、书本费、办公费用等。”

相对于这几所驾校，最便宜的要数万通驾
校，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驾校实行

优惠政策最低
3860

元。

市物价办：对举报属实的乱收费行为，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

针对目前信阳市驾校报名费仍居高不下

的情况，记者向市物价办进行了反映。市物价
办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物价部门把驾校收
费的专项检查作为开年工作重点，今后，我市
各驾校必须在醒目的位置挂出收费细则并亮
证收费、出具正规发票收据。除此之外，市物价
办也将对驾校培训行业串通涨价、集体哄抬操
纵行业价格的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并按相关规
定予以惩处，以确保价格政策的严肃性。对举
报属实的乱收费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市
物价办举报热线为

12358

， 价格咨询电话：

6320808

。

【短评】

驾校收费“涨价”，应得物价部门批准

今年
2

月，市物价办对驾校培训收费标准
实现明码标价，统一为

3126

元，但出台不足一
月，却没有几家驾校执行。从市场实际看，最
低
3860

元，最高则为
4300

元。这种公然违规收
费做法，不仅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也严重侵害
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状呢？

其一，是由于受到国内目前考证制度制
约，市民只能通过驾校培训才可考证，而开
办驾校又需层层审批，以致造成驾校长期处
于垄断地位，且控制着“涨价”话语权，而学
员则无法与之抗衡。再加上这些年来，各地
驾校借助垄断优势，不断拿各种理由作为涨
价借口，诸如人工、房租等经营成本上升，甚

至新交规实施导致通过率降低等，都成为集
体涨价的“挡箭牌”。

其二，从现实角度来看，驾培费上涨确
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近年来物价上涨幅
度较大，相应驾培费也随之有所调整。但是，

毕竟目前驾培费乃是政府统一定价，而非市
场化价格，驾校既然享受到行业垄断带来的
利益，也就应该遵守行政定价的规定，总不
能两头都要落好吧。如果认为驾培费标准过
低，无法维持经营，那么可以依法申请调价，

由物价部门核算成本予以审批。

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驾
校随意涨价的理由。因为，垄断行业本身资
源是其他行业所没用的。如果，垄断行业也
像市场一样，一边吃着政府，一边吃着市场，

那么，其他市场行业该怎么发展呢？

城市中的街头绿地是美化城市和市民休闲的地方，近日，

记者发现一些市民不顾他人感受， 将自家的被子直接晾晒在
绿地景观带的小树上，不仅有碍观瞻，对树木及公共设施也造
成了一定伤害。 本报记者赵锐摄

河南省优秀投递员、息县八里岔乡投递员周传忠放弃了别人眼中更好的人生选择，在一条来回
百十里的乡间邮路上，一走就是十年。他说———

“一份邮件就是一个使命”

偶然际遇改变人生走向
2002

年， 从部队转业的周传忠被分到县
技术监督局工作。在回到家乡息县八里岔乡邮
政所取包裹时遇到的一幕情景，改变了他接下
来的人生走向。当时，乡邮政所支局长正在挽
留准备辞去负责李塘村一线投递工作的年轻
人。支局长言辞恳切地劝留，年轻人却不为所
动地执意要走，没有办法的支局长恳求年轻人
等找到接替者之后再离开， 可换回的答复却
是，“你爱找谁找谁，我一天也不想待了！”

干一行就得爱一行， 转业军人周传忠一
直在心底坚守着这个信念。在部队里，他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在先后干过的三个脏、累、险
的工种中，都荣立过三等功。如今，回到家乡看
到有人对投递工作弃累嫌脏，目睹了整个过程
的周传忠先把身旁的妻子拉到门外，简单地商

量了一下，就回到屋里，语气坚定地对支局
长说，“这个投递工作我来做！”

支局长愣住了， 他对周传忠说：“小伙
子，你不要一时冲动，这个工作每天可是要
负责

5

个段道和
14

个村子的投递工作啊。道
路不好，工作时间也长，你能放弃县里的工
作来干这个吗？” 周传忠下定决心地说：“局
长， 我周传忠就不是那种畏畏缩缩的人。君
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钢铁意志造就十年坚守
接过邮包，周传忠就在这条乡间土路上

开始了投递工作。不久，他放弃了体面的县
里技术监督局的工作，干起了侍候人的乡镇
投递员工作就在四里八乡传开了。亲戚朋友
都说他傻得冒烟，到他家劝说的人是一个接
一个。一个亲戚还跟他打赌说，你要是能干
到一个月，我就送给你一个礼箩（信阳农村
礼尚往来的风俗习惯， 里面有一块猪肉、几

斤挂面和鸡蛋）。周传忠说，“对于投递工作，

别人都嫌它累，嫌它不挣钱，可是也总得有
人来干这个差事吧。人各有志，既然没人愿
意干，我就更应该把它干好了！”

一个月的时间到了，周传忠不但坚持了
下来，而且干得非常好。一次走亲戚时，这个
亲戚见到他惭愧地说：“传忠啊， 我佩服你，

这个礼箩我一定送。”

在这条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浆遍地的
土路上，周传忠从早到晚连轴转、一年到头
不休息，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里，他在这条
邮路上来回行走了

18

万公里，平均每天派送
300

多份报刊、

80

多份邮件，共计
380

万份，且
无一差错，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多次
受到县、市、省有关部门的表彰，并且在

2008

年被授予“全省优秀投递员”光荣称号。

一份邮件就是一个使命
在周传忠的眼里，一份邮件就是一个使

命。在外服役的那些岁月让他更能理解收件
人的翘首以盼。因此，他接手投递工作后，便给
自己立下了邮件决不能在手里过夜的规矩。

2008

年
8

月， 飘飘洒洒的阴雨没有停歇
过， 乡间的黄土路被雨水浸润了半尺深，成
了一条黄泥路， 深一脚浅一脚地踩上去，如
同弹棉花一般。而这时，恰好是投送高考录
取通知书的高峰期。梅寨村的陈刚被山东省
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了，那天上午邮件刚到
的时候， 周传忠先是给陈刚父亲电话报喜，

让一家人放心。 稠密的雨丝从清晨开始降
落，到了午后还没有停歇的意思。十年寒窗
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想到陈刚和他父母的
期盼之情， 周传忠就紧紧地包裹好邮件，冒
雨上路了。泥坑跌倒爬起来，磕破腿脚不管
它，

18

里路足足走了
3

个小时。

5

万多人的八里岔乡， 有一大半的外出
务工人员。每到春节前夕，周传忠都会接到
返乡的包裹潮。他知道，这些包裹里装的很
多都是一家老小的新衣和过年礼物。 所以，

每年的大年三十， 即便是耽误合家团圆，周
传忠也都会把转到支局的每一份邮件，送到
收件人的手中。

2012

年除夕， 当周传忠从最
后一个收件人的家中走出时，除夕的夜空已
经是烟花点点、爆竹阵阵了。他说：“为了让
别人的邮件回家过年，我已经习惯了成为最
后回家过年的那个人了。”

□

本报记者周海燕

市场菜价涨声一片，市民普遍反映菜价过高

市物价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信阳市场上80%的蔬菜是外地菜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

3

月
4

日，市统计局综合科统计的市
场分析显示， 每年蔬菜的零售
价格以

8%

—

12%

上涨，没有明
显的下降趋势。记者在市蔬菜批
发市场调查发现，总体来说今年
的蔬菜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平
均高

1

元至
3

元。目前，由于春节
消费高峰消退，蔬菜价格虽有所
下降，菜价仍高得令人咂舌。

“信阳种蔬菜的人原本很
多，蔬菜足够供应信阳市场，由
于土地被开发商强制购买，我
们这些原本以种菜、 卖菜为生
的菜农们，有的出外打工，有的
在蔬菜批发市场上做销售人
员。”种十几年蔬菜的明港镇老
张说道。 与老张有同样卖菜经
历的王姐熟练地整理着菜摊
说：“没有了自己家的菜地，我
们都会从批发市场上批发蔬菜
来卖， 这些蔬菜主要是从外地
运过来的，算上运费，蔬菜价格
自然很贵。”

2010

年
4

月，“菜篮子工程”

建设政策在信阳开始全面贯
彻， 目的是加大对蔬菜基地建
设的投入， 支持专业合作社建
设；加强中心城区市场建设，对

菜农进行技术培训；加强对“菜
篮子工程”建设的宣传，让全社
会都来关心“菜篮子工程”建
设。可见，种植农产品已是菜农
发财致富的好路子， 当时信阳
“菜篮子”（市场）里蔬菜还是很
充足的。 西亚超市负责人黄科
长表示，虽有蔬菜培训基地，可
以供应几家大型超市， 但这些
基地远远不够供应信阳市场，

很多菜农也不再种菜， 还是要
从外地运蔬菜来缓解市场上供
不应求的现象。

市物价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信阳市场上
80%

的蔬菜是外地
菜，气温低也是导致蔬菜价格高
的原因之一。” 在信阳居住了

50

多年的刘老太抱怨道：“菜价太
贵，蒜黄

8.8

元一斤、丝瓜
13.8

元
一斤、青茄子

4.28

元一斤、苦瓜
6.88

元一斤， 今年蔬菜都比去
年涨了好几元钱，往年涨价也没
有涨得这么厉害的， 吃饭都不
舍得买青菜了。”记者在菜市场
发现，虽然菜价很高，但蔬菜还
是卖得很快。 菜市场工作人员
王先生说：“市民们虽然嫌菜价
贵，但蔬菜总体量不太多，还是
不能满足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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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若发现企业生产、销售问题
产品， 不仅可向企业索赔因使用问题产
品造成的伤害费， 还可向企业索赔精神
赔偿费、因伤不能工作和生活的费用，以
及惩罚性赔偿等，让企业赔得倾家荡产，

从而不敢违规生产。”近日，省质监局一
负责人表示， 今年拟以高风险大型食品
企业为试点，探索建立强制性保险制度，

建立以赔付为核心的社会制约机制。

食品安全以及因食品安全引发的损
害赔偿已成为公众忧心忡忡的社会热点
问题之一。以“三鹿“为例，政府虽耗资
11.1

亿元， 仍难以对受害的
27

万多名患
儿实现完全赔偿。而在国外，不少国家和
地区实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就由保险公司
先行赔偿公众损失。如美国，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在整个财产保险中达到

50%

左
右。所以，广东省拟在乳制品、婴幼儿食
品和用品等高风险食品企业试点食品安
全强制性保险制度很有必要。 但数据显
示， 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责任险投保率
不足

10%

，还多数集中在出口产品上。这
意味着，如果没有强制性，广东的试点恐
怕很难达到实质性效果。

除“交强险”属强制责任险外，我国
法律非但没有“食强险”的规定，就连食
品安全（产品）责任也是散落在《产品质
量法》和《侵权责任法》之中。如《产品质
量法》第

29

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
成人身、 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
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
任法》 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
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
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意味着，生产者、

销售者对其生产、 销售的产品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应
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企业投保“食安险”，保险公司最高可赔
偿
50

万元，在很大程度上可减轻企业的赔偿责任。

所以，试点食品安全强制险，法律应当先行。从保险理
论看，强制保险是依据法律、法规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强
制建立的保险关系。这意味着，“食安险”的标的是被保险人
对受害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而判断保险人是否就
受害人的损害承担保险给付责任， 取决于被保险人对此种
情形下受害人的损害是否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强制性保险制度，

保险人不能一概地将故
意、重大过失、违法行为列
为除外责任。

□

刘英团

“咱这日子让城里人都羡慕呢！”

“以前老家的房子又破又小，村
里的路过个车子都不中， 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现在的大别墅宽敞
明亮。 至于生活环境那就更没法比
了，楼下做生意，楼上过日子，进门
地板砖，出门水泥路，咱这日子让城
里人都羡慕呢！”刚搬进新家的河
区游河乡三官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何
生夫妇说起变化， 一脸的幸福感洋
溢在脸上。

3

月
3

日， 记者走进游河乡三官
新型农村社区， 只见一排排别墅式
小楼整齐划一， 一栋栋徽派建筑青
砖黛瓦布局得错落有致， 笔直宽敞
的水泥路，迎风舒展的香樟树，菜市

场、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等设施一
应俱全。

游河乡三官新型农村社区紧邻
312

国道，位于河区农村改革发展
综合试验区省级示范村三官村境
内。社区一期规划占地

500

亩，规划
房屋

1200

套， 全部采用商住两用徽
派别墅式建筑模式。 高标准配套建
成中心小学、幼儿园、农村超市、卫
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

村民汪华明告诉记者， 这个社
区是由乡里统一规划和统一设计
的，建设走“集体统建、群众自建、招
商建设”三条路径。所以，社区建筑
既体现当地自然和人文特点， 又更
好地融入了历史文化、 山水田园等
元素。从去年至今，区里与乡里还先

后投资近千万元资金， 先后完成了
主干道路硬化，社区街道上下水、绿
化，及新建花坛

12

座，新栽植绿化树
木

300

余株， 并安装路灯
150

盏。目
前， 新社区内占地

30

亩的农贸市场
已投入建设资金

700

余万元，而社区
幼儿园、 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已
全面投入使用。

如今， 作为省级示范村的游河
乡三官新型农村社区一期

600

套住
房已经建成，首批住户正陆续入住。

在该社区的带动下，全乡形成了“三
官整体搬迁型、孔畈旧村完善型、张
湾村庄合并型、姚湾产业带动型”等
多种建设模式， 初步实现了以点带
面、 全面铺开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的良好势态。

□

本报记者周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