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驾驶超载车

压塌北京一桥梁

被诉赔款 1 5 0 0 万元

6 月 2 6 日上午， 被控交通肇

事罪的张某在怀柔区法院受审。

法庭上， 北京市交通局委员会路

政局怀柔分局（下称怀柔公路分

局） 提出 1 5 0 0 余万的民事索赔，

要求牵引车两车主和张某连带赔

偿。

超载 110 余吨将桥压塌

6 月 26 日，当张某被带到法庭门

外时， 坐在法庭旁听席上的家人就开

始掩面而泣。 据检方指控，2011 年 7

月 19 日零时许，34 岁的张某驾驶一

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运载沙石料， 行驶

至怀柔区宝山寺白河桥时， 因车辆严

重超载 110余吨，致使桥梁垮塌。

经怀柔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被

毁的桥梁价值 1500余万元。经北京市

公安局怀柔分局交通支队认定， 张某

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

检方认为，张某违反了《道路交通

安全法》， 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

失，情节特别恶劣，应当以交通肇事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鉴于张某能如实供

述自己罪行，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明知超载还是听老板的

对于检方的指控，张某表示认罪。

张某称，当晚，他像往常一样出车去拉

沙石，也像往常一样走相同的路，可是

走到桥上时， 觉得后面一坠就掉了下

去。“当时我就摔晕了。 ”张某说，几个

小时后，他才被公安机关带走。

张某还称，半挂车实际载重是 30

余吨， 但当晚他拉了有 140 余吨的沙

石。“我知道超载是违法的，但是老板

规定让我这么拉的……” 张某说，“我

也是打工的，每个月只拿 4000 元的固

定工资。 ”

面临 1500 万元连带赔偿

法庭辩论中， 检方认为张某涉嫌

交通肇事且无力赔偿， 建议判处其有

期徒刑 4年至 6年。

张某的两名辩护人认为， 当时还

有很多超载车辆通行， 张某驾驶超载

车，没想到后果会那么严重，认为被查

顶多就是罚款；另外，本次事故张某也

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因为事发时桥附

近并没有限重标志， 管理方没有尽到

告知义务也有责任，因此，一名律师建

议对张某在三年以下量刑， 另一名律

师则建议在四年量刑。

不过，怀柔公路分局对此有异议，

称当时在公路上设有限高限重的标

志。当庭，怀柔公路分局提出附带民事

诉讼， 要求车主父子俩和张某连带赔

偿 1500余万。

对此，张某称自己家里贫穷，没有

能力赔偿。车主父子也称，他们会尽力

赔偿， 但以现在的经济能力肯定赔不

起。 当法官问车主父子是否愿意把车

辆拍卖支付赔偿款时，车主父子表示，

“一切听法庭的。 ”

该案当庭未作宣判。

新闻回放

怀柔宝山寺白河桥长 2 3 0 多米，

是北京最长的钢架拱桥。 2 0 1 1 年 7 月

1 9 日凌晨，一辆严重超载的重型半挂

牵引车致使该桥坍塌。

据介绍，宝山寺白河桥 1 9 8 7 年建

成，设计荷载为汽车 - 2 0 级（6 轴货车

车货总重不超过 5 5 吨）。 事故未造成

人员伤亡。

事发后，全市加大了治超力度，加

强对重载交通路线的流动治超， 设置

防止超宽、超高设施，有效保护公路桥

梁设施。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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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0 0 克小米售价 1 1 8 8 元！

———绿色、有机食品行业监管亟待加强

两年前，小米约 3.5 元一斤，当时很多人都

觉得贵。而就在前几天，记者前往北京天通苑附

近的家乐福超市调查采访时发现， 普通的散装

小米 7.8元一斤，带有“绿色食品”标志的 400 克

装小米售价 12.9 元，约合 16 元一斤，而辽宁产

的有机小米更是合 20 元一斤，差不多是同一卖

场内大米价格的十倍。 作为中国四大名米之首

的沁州黄小米，只有“绿色食品”标识的在出售，

难觅有机沁州黄小米的踪影。

在记者调查期间， 一位青年男性来到杂粮

专柜，直接拿了一袋 1600 克装的“绿色”小米，

售价 48.7元。 当记者询问他为何不买散装小米

时，他回答：“不放心，老婆坐月子要喝小米粥，

买这个更安全一点儿。 ”

消费者出高价只为买个放心

家住山西省晋城市的消费者李先生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透露，平时吃的小米都是自家种的，

很少去外面购买。“主要是不放心，很多小米用

了过量的农药，上年纪的人一吃就能吃出差别。

不妨告诉你， 我们这里很多政府机关和国有企

业，都是在偏远乡村里找几块地，请人种或者定

点收购小米。 ”

“农药和化肥的过量使用，导致了粮食的安

全问题频发。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出现，正是

迎合了人们的健康需求。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

询公司的分析师马文峰告诉记者， 近年来不断

曝出的谷物与果蔬残留高毒、剧毒农药问题，逼

迫人们走向绿色与有机食品，“特别是高收入人

群，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追求食品的安全。

目前，由于对国内的监督机制没有信心，高端消

费群体中意于更为安全的进口农产品。 ”

在马文峰看来，高价背后，隐藏的是食品安

全问题，不少人愿意花钱，为的就是买个放心。

有机食品是有市场的， 但价格因素注定了其曲

高和寡的命运。“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机食品都

不可能普及到普通消费者家庭。 ”

放心小米吃之不易

“我们一亩地才产 200 斤， 价格怎么降下

来？ ”销售富硒小米的山西富硒香农业公司市场

经理郭先生称，他们的小米生长在山里面，使用

自然耕种方式，产量有限，导致无法降低价格。

在追求农产品的绿色化、有机化过程中，企

业负担的成本过高也是导致产品价格居高不下

的主要原因。 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的

副总经理温先生把自己公司定性为“微利企

业”，称在小米价格高涨的今天，公司的利润仍

然十分微薄。

“生产成本还是降不下来。 自古以来，只有

沁县的水土才能种植出沁州黄小米， 为了确保

在当地的绿色基地和有机基地的质与量， 一方

面要保证农民的收益， 企业要出资对农民进行

‘反哺’，确保其土地种植其他作物时，收益与种

小米时相等；另一方面，在绿色基地中，我们邀

请专家进行测土配方， 针对不同的土壤环境专

门配肥。对于有机基地，则更复杂，在耕植前后、

播种前后等等过程中面临到的各种问题， 都得

有专人分配包干、检查应对，管理成本的支出也

很大。 而且要进行谷子、大豆、土豆的轮作种植

来保持地块的肥力。 ”

温先生介绍说，虽然公司有 ６ 万多亩农业

基地，但能够达到有机种植标准的田地不多，生

产成本高，而且产量很少，售价即使贵了点，利

润也不是很大。达不到有机标准的田地，就生产

“绿色”小米，连绿色标准都未能达到的，则不与

农户签订合同，为了保证产品的优质和安全，宁

缺毋滥。

市场监管机制急需完善

记者在做市场调查时还发现， 至少有近十

种小米号称自己是正宗沁州黄小米。 许多在产

品介绍中声称采用有机轮作种植的小米， 其产

品包装上并没有有机食品的标识。 而有些品牌

的小米，则是自己贴上去的有机标签。

“很多企业都在尝试做绿色食品和有机食

品，但不少是为了炒作这个概念。没有三年五载

的坚持，靠投机取巧是不行的。 ”马文峰指出，跟

风和造假是破坏这个市场的元凶。

对一些企业为了单纯追求高利润蜂拥而上

打有机食品牌的行为， 马文峰认为市场监管缺

失是主因。“一有产品打响名号，一大帮企业就

一拥而上，鱼龙混杂之下，口碑就不行了。 还有

是造假，拿泰国香米来说，很多其实是越南产的

大米，但你见过市场上卖越南大米吗？改头换面

一下，立马身价倍增，在这一块的市场监管几乎

是空白。 山西小米也有类似的情况， 你卖沁州

黄，我也把我的小米贴上沁州黄的标签，消费者

缺乏分辨能力， 哪里知道什么口味才是正宗的

沁州黄小米？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消费者只能

寄希望于企业自身的商业诚信，可靠吗？ ”

（据《中国经济时报》）

谎称能买到低价房、便宜车，杨威、杨云、罗雪娟等受骗

2 7 名文体明星被骗五千余万元

假称能够买到低价房和车， 先后骗取了体

育界名人邹凯、杨威、杨云、罗雪娟和影视界名

人杨丽坤等 27 人， 共计购房款人民币 5500 余

万元、港币 228万元。

6月 26日上午， 被控涉嫌诈骗罪的王媞和

朱双双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据了

解，因无法交付房产，退还部分诈骗款，最终给

购房人造成损失共计 3400 余万元、港币 200 余

万元。 庭上，王媞说，“所骗的钱中，有 1000万元

至 1200 万元给了北京奥运鞍马冠军肖钦。 ”肖

钦对这一说法的回应还不得而知。

27 名文体界名人被骗

上午 10 时， 身材瘦削的王媞被押进法庭，

看到旁听席上的家人，王媞眼圈红了，而跟在后

面的朱双双则一直都在哭泣。

据检方指控，王媞伙同朱双双于 2007 年至

2011年 1月间，编造虚假身份，虚构能买到低价

商品房，在北京市星河湾、公园大道等小区租赁

多套房屋冒充待售房屋，骗取杨勇等 27 人购房

款 5500 余万元、港币 228 万元，因无法交付房

产，退还部分诈骗款，最终给购房人造成损失共

计 3400余万元、港币 200余万元。

另外王媞还于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1 月

间，编造能低价购买轿车的事实，骗取吴赫、梁

露生等 6人车款共计 300余万元。

对于指控，31岁的王媞表示认罪。“为什么

这些名人会相信你能买到低价房？ ”公诉人问，

她低头想了想：“我不知道。 ”

王媞说，2010年 5月前，买房的人都是朱双

双介绍给她的。为了使得骗局像真的，王媞在泛

海国际和天鹅湾分别租了两套房， 谎称是自己

买下的便宜房。

“我当时都想自杀。 ”王媞说被自己骗来的

钱中，有 700 万元至 800 万元被她挥霍掉了，还

有 1000 万元和 1200 万元给了肖钦， 但是肖钦

后来将钱拿走，车也开走了，钱就更还不上了。

“你为什么要将钱给肖钦？ ”公诉人问。“肖钦说

要开 4S店，所以我就给他了。 ”王媞说。

朱双双说自己相信王媞， 是因为王媞说自

己的父母都是高官，“我将自家的房子都卖了，

还借了 140 万元给了王媞， 搬进去才知道房子

是王媞租的，我也被骗了。 ”朱双双说。

肖钦成此案又一关键人物

1981年出生于大连沙口的王媞， 曾是大连

实德球员王圣的妻子，两人育有一女。2008年王

圣到武汉踢球后， 王媞还带着女儿过去陪了他

一段时间。不过后来两人就离了婚。2009年全运

会时， 中国体操队队员肖钦在接受采访时曾透

露准备结婚。 据曝，他的未婚妻正是王媞。

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 王媞才取得肖钦的

国家队队友的信任。

不过据了解， 肖钦和王媞最终没有领结婚

证，而是选择了分手。 6月 26日，一位参与了庭

审的内部知情人透露，在庭审现场，王媞和朱双

双的事实较为清楚， 但关键人物肖钦是否有罪

分歧很大，检察官暂时没有对肖钦提出起诉。不

过，被告朱双双的律师对此提出了质疑，该律师

认为，“肖钦知情，正是在他的‘协助’下才能完

成一些交易，他也应该承担一部分法律责任。 ”

（据《法制晚报》、《成都商报》）

罗雪娟。

杨威和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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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罐 3 0 0 0 克的小米售价 1 1 8 8 元！

继“天价茶”、“天价月饼”之后，“天价小

米”横空出世。

日前， 某品牌推出的罐装小米卖

出了 1 1 8 8 元的高价。 令人咋舌的同

时，不禁生疑，小米什么时候有了如此

身价？

该品牌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

罐装小米走的是礼品路线，抛开名家作

画、景德镇特制的瓷罐不说，装的小米

都是精选的有机沁州黄小米，价格昂贵

在所难免。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与纯粹卖概

念、卖包装的“天价茶”、“天价月饼”不

同， 虽然也有过度包装的情况存在，但

小米价格水涨船高已是不争的事实。

孙海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