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文丽娟
美编/李晓军
校对/张胜利

星期三
2025年7月9日

□ 本报记者 赵志锋

  7月3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
卫生健康局通报，查获一起某幼儿
园违规使用添加剂导致部分幼儿血
铅异常案件。
  7月8日，甘肃天水市联合调查
组通报了天水市麦积区培心幼儿园
幼儿血铅异常问题调查处置情况。
  通报称，事件发生后，天水市成
立由公安、卫健、疾控、教育、市场监
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
流调溯源、人员检测、医疗救治、案
件侦查等工作。

民办幼儿园233人血铅异常

  涉事幼儿园培心幼儿园位于天
水市麦积区褐石小区，2022年6月取
得办学资格证，8月下旬正式招生入
园，性质为民办幼儿园，现就读幼儿
251人。
  涉案人员朱某琳，天水市麦积
区人，为该幼儿园园长、法定代表
人；涉案人员李某芳，天水市麦积区
人，为该幼儿园投资人。涉案人员李
某芳投资管理的还有渭北幼儿园、
慈爱幼儿园、蒙迪爱幼儿园，均位于
天水市麦积区。
  7月1日18时，天水市麦积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和天水市公安局麦积
分局接群众报案，培心幼儿园部分
幼儿血铅浓度异常，两部门立即开
展调查。随后，麦积区市场监管、教
育、卫健、疾控、公安、生态环境、自
然资源7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对培
心幼儿园及相关联的渭北、慈爱、蒙
迪爱3家幼儿园进行取样调查，组织
专业机构对食品留样、原材料、餐
具、水、幼儿用品、教学器具以及室
外土壤环境等223份样本进行检测。
  经检测，221份样本检验合格，
培心幼儿园2份样本检验不合格。一
份为早餐留样的三色红枣发糕，一
份为晚餐留样的玉米卷肠包，两份
留样铅含量分别为1052毫克/千克、
1340毫克/千克，均超出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中食品污染物限量0.5毫克/
千克的标准。
  截至7月7日晚10时，培心幼儿
园251名幼儿已全部检测。多家医疗
机构检测结果经国家、省联合医疗
专家组根据血铅标准认定，血铅异
常233人、正常18人。渭北幼儿园、慈
爱幼儿园、蒙迪爱幼儿园采样检测
结果均正常。

网购彩绘颜料制作食品

  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根据溯源结果，7月3日对培心幼
儿园园长、法定代表人朱某琳，投资人李某芳以及8名相关涉
案人员进行立案侦查。
  经侦查，朱某琳、李某芳同意该幼儿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
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在幼儿园部分面点制作过程中非
法添加使用。7月3日凌晨，公安部门将其藏匿的剩余颜料查
获。经检验，查获的颜料含铅，颜料包装明确标识“不可食用”。
  目前，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将朱某琳、
李某芳等8人依法刑事拘留，对另外2人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
制措施，目前案件侦办工作正在进行。

省内确定3家定点救治医院

  7月2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派出中毒、重症、儿科等相关
方面专家6人赴天水市。
  7月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调派3名专家赴甘
肃开展指导救治。同时，组建由国家以及甘肃、陕西、湖南、重
庆相关专家组成的联合医疗救治专家组，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天水市派出工作组赴陕西省西安市，保障在陕西省就诊幼儿
的检测治疗工作。
  联合医疗救治专家组研究制定医疗机构统一救治方案，
对血铅异常患儿采取脱离污染源、健康教育、卫生指导、营养
干预、住院驱铅等措施治疗。同时，抽调25名心理医师、25名教
师、25名社区工作者组成心理疏导团队开展幼儿心理疏导等
工作。
  《法治日报》记者获悉，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已确定甘肃省
人民医院、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为省级定点救治医院，天水市确
定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市级定点救治医院，对有赴外省就
医意愿的幼儿家庭，提供转诊服务等保障。截至目前，已有201
名患儿入院治疗。
  通报表示，下一步将对所有患儿开展免费医疗救治，逐人
建立血铅浓度检测健康管理台账，持续做好医疗服务保障。目
前，纪检监察机关已启动调查程序，在查清事实、厘清责任后，
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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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天津的赵女士近日带3岁孩子出门时，孩子险
些摔伤——— 蹦跳前行中，孩子突然向前倾倒，幸亏
她反应迅速，在孩子额头触地前一把抓住。
  “我低头才看到，路上有颗凸起的地钉把孩子
绊了一下。”赵女士说，附近地面有多颗这样的地
钉，不易察觉，对老人、小孩和骑行者尤其危险，一
旦绊倒后果严重。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赵女士的遭遇
并非个例。除天津外，不少城市的主次干道及商场、
小区、地铁、学校附近路面，都存在残留地钉的问
题，由此引发了多起伤人事件。
  这些马路“暗器”从何而来？为何没有得到及时
清理？

地钉何来与隐患何在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残留地钉主要用于固定
施工围挡、广告牌、路灯杆、遮阳伞、减速带等设
施。设施迁移或拆除后，部分零件未被清理干净，
便形成路面上的“暗器”。它们分布广泛，主支干
道、商场门口（有些是露天游乐场移除后）、停车
场、小区门口（如移除彩虹门后）、学校门口，甚至
盲道上都可见其踪影，极易造成行人绊倒、摔伤等
安全事故。
  “‘地钉’的存在与地域无关，哪里都可能出
现。”短视频博主“赣州脚垫哥”是一名清理地钉的
公益人士，他分析道，“问题根源在于项目迁移或
拆除方未做好善后工作。比如拆除围挡时为省事，
简单锤弯钉子了事，时间一长钉子凸起，隐患就形
成了。”
  “赣州脚垫哥”坦言，自己走上这条公益路，正
是因为曾被地钉绊倒，才意识到平整路面暗藏的
风险。
  “地钉通常很小，只凸出地面几厘米，走路很容
易忽略，稍不留神就会扎胎、绊人。”“赣州脚垫哥”
说，曾有粉丝私信他，家中老母亲因摔倒头部撞到
地钉，重伤不治。
  一些受访者反映，残留地钉存在时间可能长达
一两年甚至更久，却鲜见相关部门主动清理。即使
向相关部门反映，有时得到回复称“非职责范围”；
有时超过一周甚至更久无人处理；有时虽有人来清
理，但方式简单——— 仅用铁锤将露出部分砸进地
里，不久后钉子又会凸起。

公益行动与遭遇困难

  安装好角磨机和砂轮片，启动机器，切割路面
凸起的地钉；再用角磨机和锤子将剩余部分打磨平
整、夯实……快则一两分钟，多则十几分钟，一颗地
钉便被清除。
  近日，记者在山东滕州一家超市门口，见到了
正在清理地钉的公益人士夏天。
  夏天人如其名，留着寸头，肤色呈小麦色。利用
节假日和工作日下班时间，他骑上电动车，带着装
满工具的军绿色帆布包上街清理地钉，这一坚持就
是两年多。
  为何执着于此？夏天回忆，一个雨天，他目睹一
名外卖骑手因积水掩盖的地钉扎爆车胎，连人带车
摔倒在地，外卖撒了一地。“当时我就想，应该有人
去清理这些隐患。”
  “最初是自己找，现在很多线索来自粉丝私
信。”夏天边操作边对记者说。短短15分钟，5颗地钉
被清理完毕。
  在夏天的办公室，他向记者展示了装备：两台
角磨机、几盒砂轮切割片、充电器、护目镜、锤子、扳
手、卷尺、工具箱、反光安全背心和帆布包。“不少设
备是本地一位五金店老板捐赠的，他说也想为清理
地钉出份力。”
  令夏天印象最深的是清理一所中学门口的地
钉。他回忆，那里曾放置球形石墩防违停，每个石墩
用一圈螺丝钉固定。石墩移走后，螺丝钉和圆形桩

钉却残留下来。为消除隐患，夏天特意买了新角磨
机，带着两台机器和六块电池，从早上干到下午4点
才清理完毕。“很累，但很有成就感。”
  然而，公益之路并非坦途。夏天的短视频账号
名为“滕州拔地钉小分队（公益）”。他告诉记者，最
初小队有三人，两人清理一人拍摄。后来，那两人因
他人闲言碎语而退出：“有人说我们割钉子卖钱；视
频评论区还出现‘盗窃公共资源’‘偷钢筋’‘违法操
作’等阴阳怪气的言论。”
  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拔钉小哥”也有类似经历。
“清理初期常被误解，有人质疑我多管闲事、破坏公
物；也有人担心操作会损坏路面。后来我通过短视
频详细展示操作流程，科普地钉危害，才逐渐获得
理解。”
  多位清理地钉的公益人士表示，不少地钉存在
已久，责任单位难寻。清理前他们会仔细判断周边
情况，拿不准就向相关部门核实。“也有部门主动找
我合作。粉丝提供的线索若太远，我会转给相关部
门处理。”

清理困境与责任归属

  清理地钉的责任究竟在谁？北京策略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孙宜前指出，应根据“谁设置、谁负
责”“谁管理、谁兜底”原则分层界定———
  施工遗留型：若地钉为某项目施工方未清理
所致，根据民法典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施工方负有“完工后清理现场”的法定义
务。即使施工方撤离，建设单位（如政府平台公
司、项目业主）仍需承担监管责任，督促其限期清
理；施工方失联时，建设单位应垫付清理费用再
追偿。
  公共设施废弃型：若地钉用于固定已废弃的公
交站牌、路灯杆等市政设施，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管理主体，需及时
拆除废弃设施并清理残留物；因管理疏忽导致遗留
的，可申请行政问责。
  无主遗留型：若地钉年代久远、责任主体无法
追溯，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此类
“无主隐患”应由属地政府（街道办、乡镇政府）兜
底，纳入日常巡查，组织环卫或第三方清理，费用由
财政保障。
  “无论责任是否明确，道路上遗留的地钉最终
都应由‘管理主体’负责清理——— 施工遗留找建设
单位，公共设施找市政部门，无主隐患找属地政
府。”孙宜前说。
  既然有责任主体，为何一些市民仍倾向求助公
益人士？记者调查发现，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不清楚
可以找相关部门；二是找过相关部门，但处理速度
慢甚至长期无果。

维权之难与安全提示

  那么，因地钉造成的伤害或损失，赔偿责任如
何认定？
  北京瀛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海炜说，
受害人应首先向交管或路政部门报案，确认道路
管理维护单位、公路经营企业。同时需调查了解
地钉遗留单位（如涉及施工企业）、道路占用施工
许可机关或市政部门（有监督施工单位完工清
场、恢复原状的义务，未清理地钉的可责令其清
理或处罚），确定侵权责任人后，依据民法典进行
索赔。
  “但实践中维权成功很难。”郭海炜坦言，主要
难点在于确定侵权人过程复杂，且责任主体可能涉
及施工单位、管理维护单位、行政机关等多方，甚至
涉及受害人自身原因。普通市民难以找到明确侵权
人，需要向交通、路政、前置许可机关等多方调查。

若无法确定具体清理义务人，公路管理维护单位、
经营企业、管理机构、交通主管行政部门等可能需
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特别是在市民已多次向相关
单位反馈地钉隐患亟须清理的情况下。
  对于市民自发清理的行为，孙宜前提醒，市民
义务清除地钉属于“自愿协助公共事务”，但需遵守
安全规范与公共秩序———
  工具安全：使用角磨机等电动工具需注意用电
安全。在公共区域（如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作业，可
能涉及临时用电许可。根据电力法及消防法，个人
在公共区域使用大功率工具建议向属地街道或消
防部门报备，防范火灾或触电。
  设施保护：清除时若破坏路面（如沥青、地砖），
可能违反《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27条（禁止擅自占
用或挖掘）。应尽量减少损伤，若造成破坏，可能需
承担修复赔偿责任（费用由市政部门核定）。
  区域许可：小区、商场等封闭区域的地钉清理
需物业公司或业委会同意；市政道路上的，建议先
联系街道城管或市政养护单位，由其指导或协助清
理，避免纠纷。
  “义务清除无需专门证书，但必须确保安全、不
破坏公共设施，并尽量提前与管理部门沟通。”孙宜
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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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地钉成“暗器”易绊脚伤人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路面残留地钉伤人隐患大、责任归属难、全面
清理困难重重。如何从源头上根除这一马路“暗
器”，守护市民脚下安全？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提出，需构建
“源头管控+过程监管+社会共治”的系统治理方案，
通过压实责任链条、创新监管手段、凝聚社会合力，
方能破解地钉残留顽疾。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宜前分析
认为，残留地钉长期“盘踞”路面的核心原因在于责
任分散与管理惰性，具体表现为：
  “谁都该管，谁都不管”的推诿：地钉可能涉及
施工、市政、街道、物业等多部门，若无明确责任划
分，易出现“踢皮球”。例如，街道认为“施工方未清
理”应归建设单位管，建设单位认为“已验收移交市
政”应由市政管，最终可能无人行动。
  清理成本与收益失衡：基层市政部门人力有限
（如一个街道仅有几名市政巡查员），需优先处理
“显性隐患”（如路面塌陷、井盖缺失）；小地钉虽存
在风险隐患，但事故率低（概率低、损失小），易被视
为“次要问题”。
  缺乏常态化巡查机制：多数城市对道路隐患的

巡查依赖“被动上报”（市民投诉），而非“主动排
查”。地钉因体积小、隐蔽性强（部分埋入地面），难
以通过常规巡查发现，导致长期留存。
  公众关注度低：相较于“大问题”（如道路破
损），小地钉的舆论关注度低，未形成“社会倒逼”压
力，管理部门缺乏主动清理的动力。
  针对上述症结，专家提出了“源头管控+过程监
管+社会共治”的综合治理路径。
  北京瀛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海炜建议，
交通主管行政部门或公路管理机构，对于负有公路
管理维护责任的单位、公路经营企业，强化监督管
理，确保消除道路隐患，定期巡查，巡视全覆盖，全
过程留痕。
  “对于可能遗留地钉的施工单位或作业部门，
在申请占道挖掘许可的同时，可以设立恢复原状保
证金制度，若有完工验收时发现的地钉等，可以扣
留保证金。并对完工后的现场进行拍照留存，确保
无残留地钉等影响道路安全的隐患，对于不按要求
恢复道路原状的，可以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及罚金
等。”郭海炜说。
  他还提出，建立道路管理维护互联网平台，方
便公众发现隐患时，用不到1分钟或几分钟时间，拍
照、定位、登录、反馈到公路管理维护平台，也利于

道路管理维护单位定向定点清理。在一定区域内，
组建志愿者队伍，邀请热心的、有技术的、有工具
的、熟练的、宜清理地钉的市民加入，有组织、有保
障地进行清理活动。
  在孙宜前看来，从源头管控上，建立“施工—验
收—押金”全链条责任。所有涉及设置地钉的工程

（如围挡、广告牌安装等），在审批环节必须提交详
细的“设施清除方案”，明确拆除时间、责任主体和
清理费用预算，未提交或方案不合格者不予开工。
要求施工单位按工程造价一定比例（如5%至10%）
缴纳“设施清理押金”。工程验收时，若现场无地钉
等残留物，押金全额退还；若存在遗留，则扣除押金
用于清理，并追究施工方责任。所有新设置的地钉
需在市政部门进行备案登记（记录精确位置、数量、
材质、用途），形成“电子台账”。设施拆除时，责任方
必须同步申请台账核销，避免“漏记”和后续责任
不清。
  从过程监管上，强化拆除与验收。工程竣工后，
建立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市政管理部门三方参
与的联合验收机制，将“无地钉残留”作为硬性验收
标准。引入第三方检测（如无人机航拍、地面探测
仪），对大型工地（如EOD项目）进行全覆盖扫描，防
止“隐蔽遗留”。

  从后期维护上，建立“网格化+智能化”巡查体
系。将道路划分为“社区网格”，由社区工作者、网格
员、志愿者组成“清钉小队”，每周巡查并记录地钉
位置。推广“随手拍”小程序（如“城市隐患上
报”），市民发现地钉可拍照上传，系统自动派单
至责任部门，限时3日内清理并反馈。试点“智能
地钉”，对必须设置的临时地钉（如活动围挡），采
用可降解材料或带GPS定位的装置，到期自动报警
提醒拆除。
  从社会共治上，鼓励“义务清钉”规范化。街道、
社区可组织“清钉志愿队”，提供安全培训（如电动
工具使用、用电安全），并发放“标识马甲”（避免被
误认为“私搭乱建”）。对长期参与清钉的个人或团
队，给予荣誉表彰（如“城市文明之星”）或物质奖励

（如超市购物券）。引导企业（如市政养护公司、物业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将“清钉”纳入其日常服务
范围。
  “此外，还应推动地方立法，明确‘施工方未清
理的地钉，由建设单位承担清理责任；建设单位灭
失的，由属地政府负责’；对因地钉未清理导致事故
的责任方，提高赔偿标准（如按实际损失的150%赔
付），并纳入‘信用黑名单’（限制其参与政府工程投
标）。”孙宜前说。

根治马路“暗器”需系统发力
专家建议构建“源头管控+过程监管+社会共治”机制

残留地钉安全隐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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