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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看到篇微信文章《摧毁一座好房
子的最好办法，是物业费管制》，话虽
绝对，却很在理。跟人一样，住宅小区

“年岁”一大，这毛病那问题会不请自
来。这是正常现象。不同的是，有些住
宅小区虽已老旧，却无破败之象，一样
整洁有序，居民生活得很舒心；有些则
是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甚至险象环生，
环境脏乱差，居民怨声载道。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但不
能不说，物业费是个关键因素。有句话
叫：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而
好多住宅小区特别是老旧小区存在那
么多问题，可以说，首先是缺钱的问题。

物业服务企业是社会分工越来越
精细的必然产物，也体现了把专业的
事交给专业的人做的社会需求。天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也就没有免费的物
业服务。物业是住宅小区的“大管家”

“服务员”，提供服务就要收费，是天经
地义的。对居民来讲，应该养成“花钱
买服务”的市场意识。

据市住建委物管处统计，截至今
年 6 月底，海曙、江北、鄞州三区绕城
高速以内，共有 2000年以前建成交付
的住宅小区 247个，其中，无物业的小
区 69 个，占 28%。无物业，没人管理和

维护保养，时间一长，再好的小区也会
乱成一锅粥。有物业，但一些老旧小区
的物业费收缴标准，是十多年甚至二
十年前确定的。多年过去，啥都在涨
价，如果物业费标准不是“与时俱进”，
而是“雷打不动”，物业公司要做好服
务，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一些老旧小区，物业费收缴标
准低，收缴率也低。物业费收缴率低，
服务人员的工资就不会高，该涨也没
法涨；工资不高，该涨时却不涨，人员
少不说，服务也难以到位、极不稳定；
服务不到位、不稳定，居民就不满意；
居民不满意，缴过物业费的不愿再缴，
没缴过的正好有理由；不缴物业费的
人越多，物业服务就越差——这样，形
成恶性循环，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许多
小区，就是这样急速走向衰败的。

物业服务差与物业费难涨价、收
缴率低，有时候恰似“先有鸡还是先有
蛋”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这
些年，媒体报道过好多起物业公司状
告业主不缴物业费的官司，也有过业
主不满物业服务而“炒掉”物业公司的
事。但正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有多
少钱办多大事”，物业费标准多年不
变，却要物业服务一样好，那可真是

“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少吃草”。
为此，一些小区开始“自救”——业主

和物业服务公司一次次沟通后，业主
同意物业费涨价，物业公司承诺提升
服务质量。像海曙区的文昌花园，是
1999 年交付的老小区，近 20 年来，小
区物业费一共涨过 4 次，从每月 0.3
元/平方米到现在的 0.85 元/平方米，
最近一次涨价是 2016年；2002年交付
的世纪城小区，交付时物业费为每月
1.5 元/平方米，2011 年提价至 1.8 元/
平方米，2015 年又涨至 2 元/平方米；
曾因更换物业服务公司而引起广泛关
注的天一家园，新的“管家”入驻后，经
全体业主公投，多层住宅物业费由每
月0.45元/平方米变成0.7元/平方米。
据报道，这些老旧小区，虽然公共设施
设备已显陈旧，但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这不能不说是物业费涨价后，业委会
监督物业公司尽力改善小区环境、提
高服务水平的结果。

物业费涨价的事，让业主和物业
公司商量着办，人多嘴杂主意多，操作
难度大不说，有商量成的，自然就有商
量不成的。像江北区孔浦街道阳光清
晨花苑小区，2007年，保安月工资 800
元，物业费每月 0.5 元/平方米，11 年
后，保安月工资涨到 2010 元，物业费
仍收 0.5 元/平方米，物业费年收缴率
在 75%-79%。去年初，物业公司提出
物业费上调方案，拟涨到 1.1 元/平方

米。但调查下来，业主不同意的占多
数，业委会也有半数人不同意，物业公
司思量再三，选择退管。

这样的小区，应该还有不少。那么，
解决问题，就不能只靠“商量”，而是要
有制度保障。可喜的是，今年推进老旧
小区环境整治，市里出台的行动方案，
首次提出建立健全最低物业服务收费
价格调节机制，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
管理全覆盖，着力解决老旧小区物业服
务收费长期过低和无调价机制的问题。

有了制度，解决问题就有了依据和
准则，要把事做好，也就有了基础和保
障。当然了，不是说有了制度，物业公司
就一定能把物业费收到手，也不是说物
业费（物业费收缴率）提高了，物业公司
的服务就一定会让业主满意。有业主不
缴物业费，物业公司该怎么办；物业费
收缴了多少、用在了哪里、用得合不合
理；物业公司服务不到位，业主该怎么
办；小区共用部分和设施设备收益是怎
么花的……对此，相关制度已经出台和
正在完善，关键是如何将制度落实到
位，让一个个老旧小区尽快旧貌换新
颜，让居民们生活得更舒心。

小区物业服务：首先要解决好钱的问题
毛建国

9月 11日，一个悲伤的消
息传来：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
芳先生于当天下午3点30分因
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
84 岁 。 单 田 芳 先 生 博 采 众
长，勇于创新，探索前人不敢
涉足的评书题材，形成了独特
的“单式风格”。他是一代人
的成长记忆 （9月12日 《北京
青年报》）。

单田芳先生在一段评书结
束时，喜欢讲“欲知后事如
何，且听下回分解”，人们也以
再无“且听下回分解”来哀叹先
生的离去。哀叹“再无下回分
解”，传递的是对先生的敬意，
也有对传统文化的隐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单
田芳先生最火的年代。今天任
何一个流量明星，都不可能与
他当初相提并论。那个时候，
最流行的是收音机。打开小

“匣子”，就是一段美好时光。
这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熏
陶。单先生讲过很多英雄故
事，这些英雄人物及其侠义精
神，引导和培塑着听众的人生
观、价值观。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很
难也不应该要求人们过“一个
匣子听半天”的生活。可是，
传统文化的式微，还是让人痛
心。特别是一些优秀传统文
化，如果“再无下回分解”，
将是一代人的责任。

回到历史的河流中去，当
年单田芳先生评书的流行，与
相对贫乏的时代有关，但也不
能忽视和否认评书这门艺术本
身的吸引力，以及单田芳等艺
术家对艺术本身的追求。单田
芳是“门里出身”，天赋好，
而且特别勤奋，喜欢钻研，他
保存、复制、修缮、增补、改
造了许多传统评书，还创造性
地提出要讲“红色故事”。家
学、天资、用功，成就了一个

传奇。他传承与发扬了评书，
而评书这门艺术也没有亏待
他。不仅是单田芳先生，“评
书四大家”中的其他三位——
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何
尝不是如此？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
风骚数百年。”时代在改变，
像评书之类的传统曲艺形式，
想要一直保持过去的风光，既
不可能，也没必要。关键是，
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应该
在“沉默中沉没”。不要说现
在的年轻人就只喜欢抖音、快
手，传统文化本身也有宣传、
普及、与时俱进的问题。一段
时期以来，随着一些听书软件
的出现，“声音读物”慢慢流
行起来。现在，不少孩子也开
始用手机听故事。单先生也是
一个很“潮”的人，他认为评
书艺术应当与时俱进，不仅要
创新说书内容，而且还要运用
新的媒体传播手段。

“酒好也怕巷子深”，传统
文化也是这样。我们要有文化
自信，要看到确实存在一些

“好酒”；要有文化自觉，要努
力让“好酒”的香味飘到巷子
外去；要有文化智慧，做出适
应时代的“好酒”，艺术地让

“好酒”为更多人接受。单田
芳先生曾经讲过，行业的不景
气，“不只是年轻演员有问
题，中老年演员也有问题。下
功夫不够，缺乏精益求精的精
神。”这很值得思考。近年
来，一些传统文化内塑品质外
树形象，通过创新吸引了不少
年轻受众，很值得借鉴。

传统文化不能“再无下回
分解”。“凡有井水处，皆听单
田芳”，不仅是特定时代造成
的，与单先生本人的努力，与
评书本身的魅力，也有很大关
系。让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
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才是对

“单先生们”的最好怀念。

传统文化不能
“再无下回分解”

张西流

众所周知，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
是我国的央行，并没有存取款业务。那
么，34年前的四张中国人民银行淮阴
地区中心支行的存单如今还能顺利兑
付吗？几经周折，江苏淮安市民刘小姐
最终顺利取到了钱。只不过，这 80 元
钱在 34 年后，连本带息只取了 160 多
元（9月12日《北京晨报》）。

此前据媒体报道，有网民发布微
博称，其 82岁高龄的母亲去中国银行
徐州分行领取 18 年前的定活两便存
款，存单尚在，却被告知“超过 15年的

存款单就不好承认了”。该微博一经转
发引发众多网民热议。对此，中国银行
江苏省分行相关人士说，只要是兑付
真实、有效的存单，不存在“有效期”的
说法。如此语境下，相关银行为市民刘
小姐顺利兑付了 34年前的四张存单，
值得点赞。

不可否认，过去，拒绝兑付“老存
单”，似乎已成为一些商业银行的“行
规”。比如，2013年12月24日，江苏
常州市民蒋女士发帖称，乡下有个亲
戚，80 多岁了，50 多年前公社搞集
资时投了几十元钱，老人前几天跑到
银行，却被告知无法兑现。又如，

1989 年，湖北省丹江口市民盛忠奎
拿出 2000 元积蓄存入当地某国有银
行办理两张存单，上面写明 24 年到
期后本息共 22 万元。2013 年，存单
终于到期了。可当盛忠奎去银行取钱
时，却被告知存单已失效。22 万元
成了黄粱一梦。据了解，当地像盛忠
奎这样的储户有70余人。

当 然 ， 银 行 拒 绝 兑 付 “ 老 存
单”，均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如
年代久远、存单查无根据、网点撤
销、机构重组等。至于“超过 15 年
的存单不好承认”，是最没有说服力
的理由。问题是，银行的变迁或重

组，不能以损害客户的利益为代价；
再者，存单查无根据，错不在储户身
上，责任应由银行承担。可见，银行
拒绝兑付“老存单”，真正的原因是
其一切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中心。

相比之下，新闻中这家银行兑付
“34 岁”存单，彰显了契约精神。诚信
经营，善待客户，才是银行的核心竞争
力和立身之本。因此，对于一些“老存
单”，银行兑付的不仅是本金和利息，
更有责任、信用和契约精神。虽然银行
也是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没有错，
但不能靠“霸道”和“免责”逐利，去损
害顾客的利益。这就要求，银行首先应
真正重视顾客，秉承契约精神，自觉遵
守“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法定储蓄
政策，在规范经营和强化服务的前提
下，与顾客平等互利。

银行兑付“34岁”存单彰显契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