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9 时评 2022年2月1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戈岩平

2月12日晚间，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发布源自江苏省纪委监委
消息：南通市政协原副主席秦剑平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
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据报道，秦剑平早在 2017年 3
月退休，离这次被查已有近 5年的
时间。

退休后依然被查，其实从严格
意义上来讲，已不算是“新闻”。
近年来，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
案例并不鲜见。例如，广东省广州
市国土房管局原副局长谭丽群被立
案查处时，已退休 11 年；河北省
委原常委、副省长张和，退休 10
年后依然被中纪委“揪出”；江苏
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以及吉
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党工委原书记刘
泽臣，均在退休近 8 年后受到查
处。据统计，仅十九大以来，就有
10 余名中管干部在退休几年后，
被通报接受审查调查。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些党

员干部把卸任、退休当成了“安全
着陆”的护身符，侥幸认为只要人
不在位了就没事了，殊不知，人可
以离职卸任，但党纪国法不会“离
职卸任”，纪律和法律的刚性不会
因此而“既往不咎”。

“没想到天都亮了，反而‘尿
了炕’，丢人啊！”这是一名退休官
员被查后自我反省时的一句话，自
嘲之余折射出几分忏悔和警示。

从成长经历看，实事求是地
讲，大多数腐败分子并不是一开始
就贪得无厌、十恶不赦，在他们仕
途不断攀升的背后，也曾有过踔厉
奋发的经历和岁月，其最后之所以
走到“天亮尿炕”、晚节不保的地
步，无非有以下几种原因。

思想滑坡。众多警示案例一再
表明，腐败官员的堕落，往往从理
想信念的沦陷开始。有的信奉“有
权不用过期作废”，人未退休、心
已脱缰；有的认为，临近退休，就
进入了监管“盲区”，想在卸任之
前“捞一把”；有的认为，只要卸
任离开了，之前做的事情，就可以

逃过党纪国法的惩罚，却未曾想
到，如意算盘打得再好，在党纪国
法面前，终只是黄粱美梦一场。

心存侥幸。跟之前一些人直接
为朋友亲属“提篮子”“打牌子”

“批条子”“站台子”相比，现在的
很多贪腐行为，可以说更为隐蔽、

“高明”，像办“影子公司”、当
“影子”股东、搞期权交易行为
等，往往在暗地里进行。这些人自
认为手段高明，可以瞒天过海、躲
避追查。可古话说得好，“若要人
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做过就
会有迹可查，尤其是那些贪腐干部
的违纪违法行为，更是难逃法纪的

“天眼”。
监管缺失。违纪违法问题，本

质上是监督失效情况下的权力滥
用。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单
位和部门管人管事管权的制度机制
不完善，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
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等弊端，
导致有的干部特别是“一把手”，
大搞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
话”、花钱“一支笔”、项目“一手

抓”，霸道行权、违规用权、任性
滥权，甚至以权谋私、大搞利益输
送，对所在地方、单位、部门的政
治生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恶劣影
响。

正因此，即使人走，“查”也
不能凉。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
的反腐败斗争历程早已表明，从严
治党、惩治腐败从来没有暂停键，
更加没有休止符。无论是谁，只要
涉嫌贪腐，不论躲到哪里，不论在
职还是退休，都难逃纪法惩处。

失足终成余生恨，勿以退休为
安全。为官从政者应该牢记，卸
任，不意味着进入“避风港湾”；
退休，也并不代表“安全着陆”。
唯有清清白白为政，干干净净做
事，才能避免误入歧途、晚节不
保。

人走“查”不凉让腐败分子无处遁形

郑建钢

进入虎年，“生肖酒大战”硝
烟四起，今年春节期间，虎年茅台
生肖酒冲高回落，上市才一个多月
的“虎茅”降价明显 （2 月 16 日

《宁波晚报》）。
今年 1 月 5 日，茅台一口气发

布了 5款虎年生肖酒，其中关注度
最高的是 53 度虎年生肖茅台酒。
按照茅台官方指导价，“虎茅”为
2499 元/瓶，但这个官方指导价消
费者是根本买不到的，其市场价最
高曾飙涨到将近 8000 元一瓶。最
新数据显示，目前 53 度“虎茅”
的 批 发 价 已 跌 至 4600 元 左 右 一
瓶，与最高价相比，几近腰斩。

就算贵为茅台，市场公认的“硬
通货”，将近8000元一瓶的价格也实
在是过于疯狂了。其实，与3.2万元/
瓶“最具收藏价值的”的羊年生肖原
箱酒相比，“虎茅”只能是小巫见大
巫。那么，高昂的茅台生肖酒价格是
怎么样吹起来的？知名酒业分析师蔡
学飞认为，是由于大量投机资本进
入，助推茅台生肖酒价格畸高。

酒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
的。不管是参与投资，还是用来收
藏，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生肖酒
一倍左右的溢价相对合理。如果

“虎茅”价格高于 5000 元/瓶，投

资价值可能就不大。
某种商品，热钱炒作之后，往

往一地鸡毛，损害最大的，莫过于
资本市场、市场的游戏规则，以及
广大投资者。

资本市场看似无形却是有形的
“手”，可以随意支配投资者的钱包。
好几年前，收藏品市场热得发烫，书
画、钱币、玉器、翡翠、手串、琥珀等
藏品，一些人抓到篮子里就是菜，致
其价格“蹭蹭”往上涨。但是好景不
长，随后价格就开始往下掉，一路掉
到冰点，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
其中，既有市场形势降温的因素，也
有见好就收的“热钱”撤退的影响。

近年来，我们见识了太多的诸
如股票、债券、房地产、生产资
料、药材、花木等暴涨暴跌的行
情，这些现象虽然由资本的逐利性
决定，却也暴露了投资者的盲目、
焦虑心态。在市场经济中，游资的
狂热恶炒对市场秩序损害极大，绝
不能任其野蛮生长。

要让价值回归，既需要由法律
立下规矩，进行规范性约束，也需要
投资者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见
风就是雨，人家挖了坑就立马往下
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虎茅”生肖
酒价格几近腰斩就对了，是回归了
市场常态，不管是对这款酒本身，还
是对酒类市场来说，都是一桩好事。

酒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的

盛 翔

大学生想创业，可贷款 10 万
元到 50 万元，如果创业失败，贷
款 10 万元以下的由政府代偿，贷
款 10 万元以上的部分，由政府代
偿80%。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副厅长陈中此言一出，立即
在朋友圈里刷屏。

近年来，一方面大学应届毕业
生数量屡创新高，另一方面各地区
的抢人大战竞争激烈。人才受到重
视，人才成为地方竞争的核心资
源，当然是好事。不少地方也推出
了数额不等的人才生活补贴或购房
租房补贴政策，有的地方达到 100
万元，相比之下，浙江的标准其实
并不高。

但是，因为“创业失败贷款由

政府代偿”的政策充满了新意，浙
江政策上热搜就不难理解。同样是
砸钱吸引人才，如何能够取得更好
效果，浙江的这番操作可谓教科书
级别。这一点，的确值得其他地方
学习。同样是花钱，如何通过政策
创新，达到最好效果，这是治理的
艺术。

很多年轻人看到浙江的人才政
策后热血沸腾，准备组团去浙江

“薅”创业贷款的“羊毛”。对年轻
大学生来说，创业资金无疑是最大
的麻烦，也是最大的痛点。政府部
门如果能够帮助解决启动资金，即
便创业失败的概率极高，反正背后
有政府兜底，贷款由政府代偿了，
自己失去的只是时间，大不了从头
再来，岂不快哉？

年轻大学生这种创业热情，当
然是好的，但是否真的适合所有

人，又是否足够理性，却值得打个
问号。帮助大学生创业的好政策，
如果反而耽误了一些人的青春，以
至于他们罔顾自身特长蛮干，一开
始就走上注定失败的道路，做不切
实际的老板梦，再好的出发点也难
免遭遇质疑。

故此，笔者以为，虽然浙江的
政策尚未公布全文，但想必在提供
创业贷款时，会有一些门槛和审核
机制，这既是对创业大学生负责，也
是对公共财政负责。换言之，大学生
创业贷款的“羊毛”，恐怕不是想

“薅”就能“薅”得上的，更重要
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代偿？

代偿是个专业的法律概念，表
面意思是代为偿还，但是代偿之
后，同时产生的还有一个追偿权。
换言之，不是“彻底帮你还”，而
是“先帮你还”。代偿之后，债权

人从贷款机构转换成了代偿者，而
债务人依然还是债务人，该还的钱
还是要还的，只是换了一个债主。

浙江的这个“代偿”概念究竟
应当如何理解，暂且不得而知。杭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
士表示，“代偿实施细则没有收到
过，只是副厅长这么说，具体怎么
操作，下面不知道”。倘若真是大
学生创业失败，贷款全由政府偿
还，贷款人不用再还，这笔钱如何
走预算，要不要权力机关批准，会
不会有潜在廉政风险，恐怕需要完
善的细节还不少。

总而言之，大学生一方面要善
用各地推出的吸引人才的好政策，
另一方面也千万不要抱着“薅”政
策“羊毛”的心理，而应该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作出最适合自身发展
的理性选择。

别误读了“创业失败贷款由政府代偿”

吴睿鸫

2月14日，慈溪的蒋先生到一
饭店用餐结账后发现，账单上面的
抹 零 非 常 奇 怪 。账 单 显 示 消 费
1011.80 元，损益金额 0.20 元，结果
却显示蒋先生应付款为 1012元，吃
饭抹零反被多收 2 角钱。对此店方
解释称四舍五入为“系统默认”（2
月 16 日《每日经济新闻》）。

这则消息冲上了热搜榜，引发
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哪来抹
零的算法？一角钱又不是不存在，
不够凑整你找钱啊，要抹零也是算
1011 或者 1011.5 吧？”可是，面对
舆论质疑，店方却把责任甩了出
去，说成是系统惹的祸。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规
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饭店与消费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
系，对于饭店餐费的收取，应当遵
照实际产生的费用交纳，饭店可以
自行决定放弃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
利，但不能单方加重消费者的责任
和义务。换言之，如果饭店单方决
定对收费进行“四舍”，是没有任
何问题的，但如果要“五入”，则
必须经过消费者同意，否则，就违
背了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侵害了消

费者的利益。
饭店不经消费者同意，擅自

“五入”，违反了 《价格法》，性质
上属于“加价出售商品或服务”，
相当于“低标价高结算”，如果事
前没有向消费者进行公示与告知，
则涉嫌价格欺诈。

此外，饭店这种“反向抹零”
式的收费行为，还违反了《中国人
民银行法》。该法规定，人民币的
单位为元，辅币单位为角、分。饭
店这种做法，客观上限制了人民币
的市场流通。

“四舍五入”法，是传统的现金
交易结算办法，由于过去现金找零
的边际成本较高，“四舍五入”可以
减少交易成本。但随着微信、支付宝
等数字交易的全面普及应用，饭店
收费系统依然沿袭“四舍五入”陈旧
收费模式，已不合时宜。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明确，将“在标价之外加价出
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列
为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典型
行为。显然，对饭店“反向抹零”
行为，执法部门应及时介入，依据
既有法律，做出应有惩罚，以此严
格规范餐饮行业的结算行为，切实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饭店“反向抹零”
是公然侵犯消费者权益

蒋跃新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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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根凯

近日，一则视频引起网络热议。
视频中，一女子及随行三人在云南
大理洱海边穿和服拍照，有工作人
员表示不允许穿和服进入廊道，请
四人离开，而对方表示这属于“道德
绑架”。一路人高喊：“滚出大理，你
们是败类！”随后，四人自行离开。事
发后，大理洱海生态廊道指挥部的
工作人员回应：没有任何规定不能
拍照，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会联系当
事人做出解释说明。

近年来，类似事件发生过多起。
有女子穿和服在西湖边拍照，遭大
妈怒斥；有女模特在国家公祭日身
穿和服拍照，被警方批评教育……
相信大多数人穿和服，是因为觉得
它美观、漂亮，或者是图个新鲜，觉
得好奇，仅此而已。也就是说，一些
人穿和服拍照，并不代表她的立场
有问题。

一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属于个
人兴趣爱好，他人不应该干涉。以驱
赶、辱骂方式干涉他人穿着，本身就是
不文明行为，容易激化矛盾。有网友认
为，既然法律和景区都没有规定不能
穿和服，游客就有穿衣自由；洱海区别

于红色景区，穿和服并不意味着“挑
衅”，所以女子的行为没有问题。也有
网友认为，这不是“道德绑架”，而是对
于一些人文化缺失的痛心，这个时代
的价值观确实崇尚包容，可以允许喜
欢他国文化，但看过同胞受难历史的
人，是绝对不可能将和服穿在身上的。

在笔者看来，穿和服能否拍照，
要看时间和地点是否适合。如果只
是在私人场合穿着，并无不妥。但
是，如果在敏感的时期和地点穿着
和服拍照，即便无明确规定禁止，考
虑到大家的情感，也最好不要那样
做。

爱国是一种情怀，也是全体公
民应尽的义务。穿和服拍照确实不
违法不违规，但之所以会遭人反对、
指责甚至辱骂，关键还是基于民族
情感。历史伤痕客观存在，反对者的
反应可以理解。所以，观察这件事情
的重点，并不在景区允不允许穿和
服拍照，也不涉及“道德绑架”和穿
衣自由，而是对现在一些年轻人不
愿意了解民族历史的担忧。

当然，铭记历史也不是一味仇
视。当今中国不断强大，对待和服应
有大国心态和民族胸襟，不应陷入
狭隘民族主义。

穿和服能不能拍照
还是要看时间和场合

邵琨 于文静

受去年秋汛影响，我国多地冬
小麦播期拉长、晚播面积大，小麦苗
情比较复杂。食为政首，粮安天下。
越是苗情复杂，越要抓好春耕备耕，
力保夏粮丰收。

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
国来说，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
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春耕是全年农
业生产的第一仗，抓好春耕备耕，确
保夏粮丰收，对稳定全年粮食生产
形势至关重要。

当前，冬小麦苗情偏弱，促弱转
壮任务繁重，田间管理格外重要。相

关方面要因地因苗、因时因墒，把工
作做实、做细、做好。要强化农业科
技支撑，为麦田“问诊把脉”，帮助农
民提高田间管理水平。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要
强化财政资金支持、农技人员指导、
社会化服务，不误农时做好春耕生
产，让农业基本盘坚如磐石、稳如泰
山。

此外，要切实强化稳产增产措
施，逐级压实责任，用足政策引导农
民精细化管理，及时做好病虫害防
控和极端天气应对防范，为夏粮再
获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粮食安全，不容有失。各地要行
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抓好春耕备耕
中，为春季农业生产开一个好头，守
好“三农”压舱石，让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抓好春耕备耕，力保夏粮丰收

江德斌

冰壶竞技对于比赛场地要求较
高，所需硬件设备也造价昂贵，使得
绝大多数冰壶爱好者望而却步。在
浙江宁波宁海县，冰壶项目摇身一
变，成为一种价格亲民、简易便携的
桌面游戏。把冰壶带到桌子上的人
叫褚建标，据他介绍，如今“桌上冰
壶”一年可以卖出几十万套，北京冬
奥会刺激“桌上冰壶”销量增长近半

（2 月 16 日中新网）。
冬奥会带热“桌上冰壶”是一个

非常好的启示，说明冰雪项目的吸
引力很大，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以及非常广阔的市场。虽然囿于
场地、天气、地域、硬件成本等限制，
大部分人难以亲身体验冰雪项目，但
企业可以进行研究，采取灵活变通的
方式，将冰雪项目进行适当的改良、
转化、创新，变成大众容易接受的运
动形式，并催生出一个新的市场。

冰壶是冬奥会的竞技项目之
一，具有丰富的技术性、思维性等特
点，被誉为“冰上象棋”。不过，冰壶

项目设施标准非常高，硬件成本也
很高，一只比赛用冰壶就要上万元，
导致其难以全面普及。可是，民间对
冰壶的热情很高，很多人就地取材，
用茶壶、水壶、炒锅等开展比赛，稍
显简陋，却玩得不亦乐乎。

“桌上冰壶”介于二者之间，既
完美复刻了冰壶项目，保留游戏的
趣味性、竞技性，又大幅度降低了成
本，一套仅两三百元，从而突破了冰
壶项目大众化的壁垒，使其更易推
广。而且，作为一项随时随地可以开
展的运动，“桌上冰壶”老少皆宜，安
全性高、趣味性强，兼顾健身娱乐，如
今在10多个省（市）得到推广，累计参
与人数超过百万。

“桌上冰壶”的成功可以借鉴，
有心的企业不妨借着冬奥会推广冰
雪项目的良机，多下点功夫，研究其
他冰雪项目的民间版，比如与冰壶
类似的冰球项目，也可以将其改变
为“桌上冰球”。如此，就能形成良性
互动，既可帮助推广冰雪项目，亦可
催生出更丰富的民间休闲运动，提
高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

冬奥会带热“桌上冰壶”
是一个启示

陌上青

寒假期间，宁波市教育局联合
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民政等部
门，集中开展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
治 理 行 动 。其 间 ，全 市 累 计 出 动
5817人次，检查排查了 1166家培训
机构，查处各类违规行为 232起，其
中查处转入“地下”等隐形变异的学
科培训机构（含个人）47起。

意料之中的事。尽管“双减”政
策实施已有一段时间，且力度空前，
成效显著，但总有一些培训机构和
个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心存侥幸，
玩起了惯常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把戏，采用化整为零、抑或从“地
上”转入“地下”、甚至打着“素质培
训”的幌子，违规从事学科类培训。

他们自以为聪明，实乃错判了
形势。寒假伊始，教育局等职能部门
就组织了检查队伍，对查实的机构
和个人严肃处理，打消了被查机构、
个人以及那些蠢蠢欲动者的幻想。

从查处的案例看，其违规行为
确实非常隐蔽，如以托管的名义实
际进行学科类辅导，以艺术培训名
义从事学科类辅导等，而且违规行
为不是很突出，如不认真查，还真查
不出违规行为。

为什么职能部门对此次专项检
查特别重视和认真，就是基于这样
的考量：如放任变相的培训行为继
续下去，那么，“双减”政策就难以为
继，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半途而废。
道理很简单，不严惩培训机构的隐
形变异行为，用不了多久，他们的胆
子就会越来越大，政策的口子就会
被不断突破，到时候“变相培训”就
会成为“正当培训”，“双减”政策就
会被“打脸”，甚至半途而废，加重教
育“内卷”。

违规学科培训隐形变异，查处
力度一刻也不能松懈。查处行动零
容忍、无死角、常态化，才能打掉违
规者的幻想，坚定家长们的信心，持
续净化教育生态。

为什么要严惩
变相的课外学科培训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