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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据新华社电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日前在中国人大网公
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不久前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进行了审议。草案共24条，包括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
调整人民检察院侦查职权、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完善刑
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增加速裁程序等内容。

据悉，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后，社会
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提出意见，
也可以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征求
意见截止日期：2018年6月7日。

“品重柱石”王荷波
据新华社电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出生于福

州。1916年，王荷波考入津浦铁路南段的浦镇机厂。
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浦口党小组成立，王
荷波是负责人之一。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很快成立了浦
口铁路工会。王荷波严以律己，公私分明，从不乱花大伙
一文钱，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在他40岁生日时，工友
们送他一块大红绸，上面写有“品重柱石”四个大字。

1923年1月底，王荷波代表津浦路铁路总工会筹
备组到郑州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随后又组
织津浦路沿线工人举行罢工，有力地支援了京汉铁路
工人的二七大罢工。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9月，王荷波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1925年1月，王
荷波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
员。同年2月，王荷波当选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
员长；5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6年2月主持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
次代表大会。5月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继续
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7年3月，
王荷波与罗亦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
三次武装起义。5月，党的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
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当选
为首任主席。1927年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当选
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北方局书记。会
后，被派往北京领导北方党的工作，他拟定了
工人武装起义计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
展会员。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于10月18
日被捕。1927年11月11日，王荷波被军阀
张作霖下令枪杀，壮烈牺牲，时年45岁。

被商场扶梯带起
3龄童悬空20米
事发河南郑州，路过民警将孩子救下

近日，河南郑州某商场内出现惊险的一幕，一个3岁小
女孩被手扶电梯带起，身体悬空，距离地面近20米。幸好一
位好心的市民将孩子救下。

据孩子的妈妈李女士说，当天下午她带着女儿在商场3
楼购物，就在准备离开时发生了意外：“孩子挣脱了我的手，
冲到电梯前，摸着扶手，瞬间就被电梯带上去了。”

监控画面显示，当时小女孩双手扒在扶梯的扶手上，身
体夹在扶梯与护栏之间，悬空的身体距离地面将近20米，电
梯下面没有安全网。

李女士说，当时电梯一直在走，她拉不住孩子，感觉再有
两秒钟，孩子就要掉下去了。就在此时，一位男士冲了上来，
双手卡在孩子的腋下，帮助李女士一起往回拉孩子。“他跑到
扶梯中间，猛一用劲终于把孩子拉上来了。孩子得救了，那
个好心人却摔倒了……”

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只是受到了惊吓。事后，
李女士打听得知救人者名叫邹艳杰，是郑州铁路公安的民
警，因为救孩子时摔倒致右脚踝骨裂。 宗合

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

卡在哪儿？
据新华社电 家中大扫除，

药箱一并整理，发现不少药品
已经过期了，挑出来直接扔进
垃圾箱。这样的场景对很多人
来说并不陌生。

家庭过期药品已被明确列
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然而，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长期以来，
家庭过期药品并没有被专门回
收和处理，大部分都作为普通
生活垃圾直接扔掉，家庭过期
药品面临无人回收、无处回收、
难以回收的尴尬局面。

●我国约有78.6％的家庭备有家庭小药箱

●其中30％至40％的药品超过有效期3年以上

●80％以上的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药箱的习惯

●全国一年产生家庭过期药品约1.5万吨

《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
书》披露，我国约有78.6％的家庭备
有家庭小药箱，其中，30％至 40％
的药品超过有效期3年以上，80％
以上的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药箱的习
惯，全国一年产生家庭过期药品约
1.5万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药师于
磊说，大多数药品过期后容易分解、
蒸发，散发有毒气体，造成室内环境
污染，严重时还会对人体呼吸道产生
危害。过期药品被作为生活垃圾处

理，会对空气、土壤和水源环境造成
直接污染。

然而记者走访成都、长春等地发
现，与废旧电池回收不同，目前大部
分小区都很难见到过期药品回收点，
更没有专人负责登记保管。一些不
法商贩还收购过期药品，进行“翻新
加工”，然后再售卖到其他地区或偏
远的农村。

“过了有效期的药品，3折或5折
回收……”在一些城市大医院附近的
小街上，“收药”的小摊子或小广告随

处可见。一位回收过期药的药贩子
说：“过期药一般卖到农村或者小诊
所，像有些散装的药片，又没写过期
时间，一般回收就几毛钱一片，重新
包装后一片能卖几块钱，很好卖！”

“附近社区不少人都拿过来卖，
跟卖旧报纸一样，没什么不同，还能
赚点小钱。”这位药贩子坦然地说。

2017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就查处
了一起倒卖“回收药”案件。嫌疑人
李某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非法收购、
转售药品，涉案金额高达20万元。

一扔了之？过期药品对环境造成直接污染

过期药品处置涉及回收、保管、
储存、无公害销毁等多个环节，记者
调查发现，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
整的过期药品回收长效机制。

缺乏责任主体。我国《药品管
理法》第四十九条将“超过有效期的
药品”定性为“劣药”，并禁止生产和
销售劣药，而对过期药品的处理行
为却没有说明，对实施处理过期药
品的责任主体也没有规定。目前
虽然各地出台了一些过期药品处
理办法的地方性规定，但是仅停留
在“办法”和“意见”层面。当前家

庭过期药品回收还仅靠个别企业或
政府部门的公益性活动实施。

群众回收意识不足。记者走访
发现，很多人对过期药的危害认识不
足，缺乏主动回收的意识。四川南充
市川北医学院去年对该市两所高校
857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
示，89.5％的大学生未参与过过期药
品回收，其中58.6％不知道回收地
点，28％不知道药品可以回收。

尚未形成长效机制。记者从吉
林省内某大型连锁药店了解到，该药
店只在食药监部门通知搞活动期间

接收过期药品回收，一年也就2－3
次，其余时间并不接收百姓零散的过
期药品。

“现在参与回收的企业非常少，
而且由于过期药品的特殊性，需要
应用医疗用品的专业销毁方式进行
销毁。但很多地方销毁费用过于昂
贵，不菲的销毁费用成为制约企业
继续进行该项公益事业的瓶颈。”广
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市场策划部部
长陈志钊说，2004年，该企业开始
开展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
每年平均投入均达数千万元。

定点回收？过期药回收长效机制还没建立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数读

今年3月中旬，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国内多家医药企业发起成立“全国家
庭过期药品回收联盟”，并启动了网络线上
回收试点，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国内
17 个城市上线。用户在手机上“动动手
指”，扫描过期药盒上的追溯码，填写好地
址、联系方式等资料，就能一键召唤快递员
免费上门取药，完成回收全流程后，还可领
取鼓励优惠券。

据介绍，不同城市里的快递员将把收
集来的过期药密封打包，贴上标签，注明回
收点、经手人、回收单位及回收日期等信息
后，统一运输至联盟指定、具备回收资质的
工厂中，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后，投入最高
温度可达1200余摄氏度的热解气化焚烧
炉中进行无害化销毁。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希望有更多的社
会力量能够做后半段无害化处理的事情，

而不用企业去承担这方面的费用。对于从
事过期药品回收的企业，希望国家在税收
减免等方面予以支持。”陈志钊说，对于过
期药废弃之后的无害化处理，需要有一个
明晰的责任，可引领行业协会探索设立废
弃药品无害化处置专项补贴，对回收处置
工作好的企业进行奖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
利用“互联网＋”，让过期药品回收变得更加
简单高效不失为一个有益探索。但仍亟待
加快建立统一长效的规范化回收机制，改变
目前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仅依靠个别企业或
政府部门的公益性活动开展的现状。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
朝霞认为，政府应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引入第三方力量，共同解决过期药品回收
难题。

怎么办？过期药品回收需全社会共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