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上海浦东新区房地产

交易中心明确， 名下无房产的离

异

(

或丧偶

)

带子女生活的非本市

户籍居民，将不再具备购房资格。

面对现实， 一名急于购房者居然

出价一万元求“假结婚”，他发帖

称 ，

18

岁至

80

岁的单身女士均

可，户籍不限，房产证办下来了再

离婚。 （

11

月

27

日《新闻晨报》）

倘若有人为了结婚， 敢公开

宣称 “

18

岁至

80

岁的单身女士

均可”，那么人们肯定认为他要么

重口味，要么是疯了。 然而，如果

这是一名购房者为了避开限购政

策所采取的“歪招”，那这样的“求

结婚帖”也就算不上多么雷人，甚

至还在不少人的意料之中。毕竟，

此前北京推出的楼市限购政策，

就掀起了一股“假离婚”潮。 既然

可以出现“政策性假离婚”，那么

“政策性假结婚” 的出现也不意

外。 当然，与“假离婚”风险大一

样，“假结婚”也存在不少风险，一

张结婚证并非只是一张小纸片，

万一其中一方假戏真做， 事情就

不是“明码标价”这么简单了。

“买房歪招”固然有购房者钻

空子的想法作怪，但也必须看到，

先“上有歪政策”，后才“下有歪对

策”。 一项好政策，会让人不想也

不敢动歪脑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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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违法权” 是在玷污法律尊严

11

月中旬起， 央视财经频道 《经济半小

时》记者在天津跟随货车，进行了实地调查采

访。 几百公里的路段上，就拍摄到了运管、城

管、路政几个部门，对运输车辆轮番上阵的罚

款场面。 面对司机的投诉，城管局的负责人竟

然提议司机办个罚款的包月， 如此荒诞的说

辞，让人既气愤又好笑。 这位城管局的负责人

似乎已经忘了自己的行政职责、 忘了自己的

身份，忘了本应该烂熟于胸的法律法规。 （

11

月

30

日央视）

从记者所拍摄的现场执法画面中， 我们

所能看到的除了威严的执法车辆和威武的着

装执法人员之外， 看到更多的却是执法部门

对罚款的贪婪，在极不规范的执法行为中，尽

管大部分的处罚几乎都没有合法的依据，但

所透露出的却是执法权的傲慢与不可争辩。

国家赋予他们的执法权力不仅变成了赤裸裸

的敛财工具，甚至还能“创造”出法律法规，来

为他们违法执法当依据，如此执法，又岂止是

一个乱字可言。

出于维护道路运输安全和秩序的角度，

对于某些运输车辆的违法现象予以处罚，首

先是为了促使运输车辆吸取教训， 改正违法

现象，但归根到底经济处罚只是“矫正”这种

违法行为的一种手段， 真正目的还是为了交

通运输秩序的正常，保障运输安全畅通，但天

津这几个执法部门不仅明显是本末倒置，甚

至对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车辆也要进行滥罚，

把执法演变成了部门创收，不但有悖立法初衷，

更是在滥用执法权。 在这场“罚款盛宴”席上，

执法部门甚至依傍执法部门的个人停车场、

拖挂车主们都成了座上宾， 而国家交通法律

法规却成了传菜的“店小二”，各自在品尝豪

华盛宴的同时，法律法规却只能黯然神伤。

实际上，像这种执法经济思维，像这样的

“罚款盛宴”，虽然“档次”上高低不一，但在一

些地方政府执法部门较普遍的存在， 河南出

现过“罚款包月”，甘肃通报过

23

个乱收费典

型，有媒体报道，全国有

1000

多万货运车辆，

货运司机两千万人， 这个庞大的群体在交通

运输动脉上奔波着， 但他们脚下的路上并不

平坦，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公路三乱，

让不少司机苦不堪言。 国家几乎没有间断地

重拳治理公路“三乱”，但“三乱”现象依然是

屡禁不止。 有执法经济思维的存在，一些执法

人员才会将罚款作为最终目的，根治“三乱”，

重在根除执法经济思维。

推动全面法治社会进步， 需要政府部门

带头依法行政、严格依法执法，罚款收入超额

或是递增不仅不应显示执法部门领导的 “成

绩”，他一方面反应遵法、守法意识下降，违法

现象上升， 更反映出政府普法意识和普法宣

传的欠缺，事实上从很多“以罚执法”的实际

案例中就不难发现，执法者只是为了罚款，既

不会主动宣传法律要求违法者吸取教训不再违

法， 甚至会纵容违法者花钱从执法部门手里购买

违法权，执法部门“以罚执法”，不但纵容了违

法者，也让守法者“躺着中枪”，法律的尊严就

这样被某些执法部门和执法者给玷污了。

“罚款盛宴”是执法经济思维的结果，是

亵渎法律换取的肮脏“菜肴”，侵害了守法者

的权利，助长了违法行为，伤害了法律尊严，

消磨了政府公信， 笔者认为，“罚款盛宴”，法

律既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店小二，应该亮出锋

芒，让那些乱罚款的执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如此，司机们前方的路才能变得宽敞和平坦，

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才能享有其崇高的尊

严。

(

朱永华

)

今后，北京市

300

万老

年人口不论户籍，在乘坐公

共交通或逛公园等公共场

所， 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一键退订”垃圾短信

的讽刺意味

从

12

月

1

日起， 上海手机用户收到垃圾短

信，只要回复 “

0000

”，即可拒收该号码发出的短

信。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称，三大电信运营商已就此作

出承诺，只要手机用户启用“一键退订”功能，对该号

码信息屏蔽功能即刻生效，“一键退订” 将对垃圾

短信形成致命打击。 （

11

月

29

日《新闻晚报》）

“一键退订 ”有用吗？每个手机用户可能都有

这样的体验：发送垃圾短信的号码是不断变换的，

只有极少数号码重复发送垃圾短信。 如此，“一键

退订” 便显得非常可笑———绝大多数号码原本就

只向你发送一次垃圾短信，以后不再发送了，你却

费时费力地去屏蔽它，有什么意义呢？ 可以预见，

随着“一键退订”措施出台，以前用同一号码发送

垃圾短信的人，也会采取“游戏”战术，打一枪换一

个号码。

一键退订的讽刺意味，假如一键能退订，意思

是用户原本订了这个垃圾短信，既是垃圾，哪个用

户会先订？ 这是什么逻辑？

其实，何须手机用户“一键退订”，运营商本就

可以识别垃圾短信，完全可以“一键退订”，但在利

益的驱使下，他们不愿这样做，而是美其名曰“把

选择权交给用户”。 央视曾报道，目前超过三分之

二的垃圾短信都是三大运营商自己发送的， 为了

赚取利润，三大运营商成了垃圾短信的最大推手，

不仅为发送垃圾短信提供便利， 而且为短信群发

企业谋划应付监管之策，甚至向相关企业返利“以

资鼓励”。 只要运营商不重拾行业道德，不放弃不

当得利，垃圾短信泛滥便不可能得到根治。

(

媒体人 晏扬

)

●

“谢谢你们一路随团采访来传递中国

的声音，而且及时报道传达中国的好声音。 ”

———李克强访问结束后于

29

日在塔什

干会见随行记者时说。

●

“首先可以减少阻力，相当于先释放一

个信号，给官员一个缓冲时间，想继续当公务

员，那么个人财产必须清白。 ”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谈 “领导

干部公开财产从新提任干部做起。 ”

●

“古代有权有钱的人可以纳妾，如今包

养情人、小三，本质上与纳妾没有多少区别。”

———云南大学教授金子强说。

●

“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

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

现代化，必须消除官本主义流毒。 ”

———著名政治学者、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俞可平在发言中指出。

●

“在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管理、评价中

不公平公正对待学生的。 ”

———教育部发布的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

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

征求意见稿

)

》第三项。

●

“扰乱公共秩序”。

———陕西西安一名出租车司机因在群里

说了为出租车罢运捐款赞助等话， 被警方拘

留的理由。

正在审议中的 《河南省企业

工资集体协商条例

(

草案

)

》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其中规定，老板无正当

理由却始终不给员工加薪的，将面临

最高一万元的罚款。 这条被总结

为“不加薪就罚款”的条款受到网

络热议。 （

11

月

30

日《新快报》）

政府为员工加薪操心， 其出

发点并没有错，而且不可或缺。员

工是企业效益的创造者， 企业依

靠员工获得了发展， 就该逐年给

员工加薪，让员工分享发展成果。

如果企业老板无正当理由始终不

给员工加薪， 政府就必须依法对

其干预，以维护员工的权益，促使

企业老板尊重员工的劳动。

不过，政府为员工加薪操心，

需要走对路径， 而不能用行政干

预替代市场经济规律。 企业给不

给员工加薪， 决定权在企业自己

手里。 政府通过行政立法强迫企

业涨薪，显然很不妥当。企业是市

场主体，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 给员工加薪与其说是

企业决定的， 不如说是由市场决

定的。 若用行政立法强迫企业给

员工加工资，而不由企业分说，这

是行政干预企业经营， 分明走错

了路径，只会加重企业负担。

政府操的心应是加强日常监

督，依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促使职工方与企业依法就企业工

资分配制度、分配形式、收入水平

等劳动报酬事项等进行平等协

商， 并通过平等协商维护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如果企业违反劳动

法规和工资集体协商规定， 政府

则要及时对其进行纠正， 促使企

业遵守法纪，不再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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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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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操“薪”

买房歪招

“老人摔倒可获赔”需多方给力

时， 如发生跌倒、 摔伤等意外伤

害，均可获得意外伤害保险赔付，

最高可获

20

万元。

(

新华网

11

月

28

日

)

看到老人摔倒可获赔的消息

后， 再想一下达州的老人摔倒事

件， 突然感觉到一种极大的人文

关怀。其实仔细想一下，解决老人

摔倒扶起来的问题， 也不是那么

难，但必须多方给力。

前几天， 我同学居住的聊城

某小区里也发生了一起小孩儿和

老太太碰撞的事情。 因为是在拐角

处，本来就说不清谁撞谁，小孩儿的

父母见毕竟是老人受伤，就带着钱

和礼物去医院陪侍。 老人的家人却

只象征性收下一些水果，钱一分都没

有要。 原来，老人的孩子给买了保险

卡，

100

元的保费总保额

76

万多

元，而其他意外伤害保额也有

10

万元，这点小碰撞根本就用不了。

100

元化解了两家可能产生

的矛盾，营造了和谐的氛围，聊城

这个成功的案例恰好佐证了北京

给老人投保的正确。 北京引入商

业保险， 可谓是小投入解决了社

会大问题，值得全社会推广。

这些年，诸多社会知名企业，

热爱社会公益，扶老助残、助学，

做了很多善事，赢得了社会好评。

对于缓解老人摔倒没人敢扶这个

问题，这些企业适当出一些资金，

“拔一毛而利天下”， 也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善行。

对于

100

元的保险费， 除了

家庭个人承担、企业赞助外，地方

财政完全可以承担起。 每个人都

有老的时候， 在老龄事业上投入

多少财政资金， 人们都不会有什

么怨言。同时，这样做也会传递出

积极的社会正能量。

当然，作为保险公司，在销售

保险的时候，也可以适当让利，给

老人提供更广泛的保障。 这也是

社会给保险公司的一个表现的机

会。 张洪泉

/

文 吴结

/

图

长年不加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