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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危害疫苗安全者倾家荡产
对疫苗这类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行业，务必要建立行刑衔接制度，对违法违规企业

“零容忍”，决不姑息纵容，建立带电的“高压线”。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制度，加大处罚力度，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真正让制度发挥强大的震慑作用。

“业主失窃，判物业赔偿”有示范意义 巷 议

近日，最高法发文规定，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
意，可以设置不超过 3个月的冷静
期。冷静期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
件情况开展调解、家事调查、心理疏
导等工作。冷静期结束，人民法院应
通知双方当事人。也就是说，在最长
3个月的时间内，法院暂不作出判
决，一切等冷静期过后再说。（7月22
日《新京报》）
离婚冷静期并不是一个新话题，

早在最高法正式对冷静期期限作出
明确规定之前，很多地方试点已经走
在前面。2017年10月，济南市市中区
法院在全市首推离婚冷静期制度；今
年7月16日，广东高院首次提出离婚
冷静期的完整规定。婚姻自由是一种
基本自由，谁都无权干涉。设立离婚
冷静期，并非为了干涉婚姻自由，而
是为了避免一些“冲动的魔鬼”。
在法律上，无论结婚还是离婚，

都需要经历一定程序，谈好了找民
政，谈不好找法庭，都需要一定时
间。离婚冷静期不是不准离婚，是在
为避免冲动离婚而略尽微力。
离婚冷静期对法院带来了更高

要求，要做到“静而不冷”。所谓“静”，
是让双方静一静，但不能当“甩手掌
柜”，一“冷”了之。不能把冷静期通知
书一发完事。假如没有配套制度，当
事人就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做出恶
意伤害的事情，比如转移财产、隐匿
财产等，让当事人面临更大伤害。

乔杉

□燕农

锁好门窗出门，回家却发现防盗网被剪
烂，大量物品失窃。广州白云区一业主因此
将小区物业诉至法院。近日，白云区法院对
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物管公司对房屋失
窃事件的发生存在较大过失，应担全责，赔
偿业主3万元。由于物管并非实际侵权人，
故其可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施该犯罪行
为的犯罪分子追偿。（7月21日《信息时报》）
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服务企业未

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
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在本案中，失窃房屋厨房窗户外的露
天平台与消防通道的窗户连通，可从消防通道
一侧出入露天平台，显著增加了平台两侧房屋
的失窃风险和室内安保难度。而且，案发现场
的摄像头并无视频信号，增加了盗窃案件的侦
破障碍，物业公司存在较大过失，法院判处
其承担全责是有法律与事实依据的。
当然也要看到，在一些案件中，关于物

业公司在其职责范围内是否尽到安保义务,
有时会存在争议。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5条第2款
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
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即由物
业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当物业公司提供的证
据不足以证明其尽到安保义务时,应推定其
存在过错,构成对安保义务的违反。比如，有
些物业经常标榜：“小区24小时值勤并对重
点区域、重点部位每3小时至少巡查1次”，

假如一旦发生窃案，就应该让其举证。一旦
不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尽到了协议约
定的物业管理责任，就应对业主被盗事件承
担赔偿责任。一旦遇到此类事件，业主应当
积极维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虽然《物业管理条例》早在2003年即颁

布施行，且至今已修订过三次，但现实中，业
主与物业公司的纠纷甚至矛盾并未减少。究
其原因，物业原本应该是服务型的市场化企
业，但由于物业管理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区
域，同时其业务又全面嵌入社区居民生活的
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因此而有
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权优势。在这种情况
下，一些物业公司主动回避自己应该履行的
法律义务，而在社区管理方面不断自我赋
权，由此导致与业主的纠纷加剧。
在现实纠纷中，业主的话语权往往是微

弱的，他们要么选择忍气吞声，要么只是牢
骚几句，因为如果与某些物业叫板，即使赢
了，在不更换物业的前提下，生活上也可能
会被人蓄意制造种种不便。值得注意的是，当
今社会的人员流动性很强，按照物权法等相关
法律，小区业主如果要依法行使某项权利，是
要有人口比例和房屋面积比例约定的，比如
“双过半”。如果有部分业主搬离小区却保留
了房产，其他业主谋求权益就会更为困难。
在此情势下，就不免有业主通过司法

诉讼的渠道去维护自身权益。事实上，这
的确是一种理性行为，而有时也是一种迫
不得已的选择。虽然，看起来是居家小事
在占用司法资源，但就公民权益而言却是
极为有益的。所以，发生在广州的业主失
窃物业赔偿案件是一个好判例，具有很强
的示范意义，向人们明示了一种有效的维
权渠道，也向物管阐释了责任边界和责任
规范，这有助于理清物业与业主之间法定
的权责利关系。

离婚冷静期
应“静而不冷”

□新华社记者 刘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在飞
行检查中发现，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
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的行为。这是该企业继去年10月被发现
一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
定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再次出现严

重违规行为。
作为与老百姓生命和健康安全紧密相

关的领域，疫苗行业在生产、运输、储存、使
用等任何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瑕疵。同
时，也对构建更加完善的监管制度、更严格
的惩戒体系、更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提出
更高的要求。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年

产能超过 10亿剂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能够依靠自身能力解决全部计划免疫疫苗
的国家之一，国产疫苗约占全国实际接种
量的95%以上。近年来，我国逐步构建起日
益严格的疫苗安全标准和生产监管体系，
并且于2011年、2014年两次通过世界卫生
组织（WHO）的疫苗国家监管体系评估。已有
国产疫苗通过WHO产品预认证，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陆续采购这些
疫苗用于其他国家的疾病预防控制。但仍
有疫苗安全事件发生，更有甚者存在故意

造假行为，这对行业监管提出了严峻挑战。
对疫苗企业的任何违规行为，不论大

小轻重，监管部门都必须从严从快惩处，并
做到举一反三，针对发现的问题，认真查找
和弥补存在的风险漏洞，进一步加强制度
和体系建设，完善监管于生产、销售、运输、
仓储、注射等每一个环节，尤其要从源头上
防止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
疫苗生产企业承担疫苗质量安全主体

责任。针对企业故意造假的恶劣行为，要建立
严格的惩戒体系，让企业为失信和违法违规
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涉事企业长生生物并非
第一次出现问题。对疫苗这类全社会高度关
注的行业，务必要建立行刑衔接制度，对违法
违规企业“零容忍”，决不姑息纵容，建立带电
的“高压线”。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制度，加大处罚力度，例如建立一
次违法终生禁入行业等制度，让违法者倾家
荡产，真正让制度发挥强大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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