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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都禁不了
战胜雾霾只能成“童话”
胡晓新

像“打虎拍蝇”一样严惩数据“注水”
刘英团

客服被骂哭
受辱的是法律和文明

90后的小伙子张勇建是广铁集团调度中心的
一名12306客服，碰到客人辱骂是常事。“在客服部
门干，是一种磨炼，是一种修行。”张勇建说起话来，
时不时冒出一点充满哲理的“鸡汤”。其实，这真的
是他平日里“按摩”心灵的一种方式。到了春运，“鸡
汤”的“剂量”还会再加大一些。就在昨天他才刚刚
安慰完一个被客人骂哭的实习客服人员。实际上，
他也只比这名客服人员大几岁而已。

1月17日《广州日报》

客服人员出于尊重，认真倾听客户的反馈，耐心
地解释，我们也应回以尊重，文明礼貌地沟通。然
而，有些客户得理不饶人，无理辩三分，甚至动用伶
牙俐齿，开启辱骂模式，把不文明的语言对准了无辜
的客服。法律不会维护你骂人的权力，如果客服人
员与你较真，把辱骂录音呈现公堂，你当然要为自己
的违法行为承担后果。因此，辱骂客服，你不仅输掉
了一个人的文明修养，也输掉了原有的法律优势。

现实中，不但是铁路企业的客服人员经常遭遇
客户的辱骂，除公安系统之外，其他行业客服人员也
有同样的遭遇。事实上，包括客服人员在内，每个人
都拥有平等的人格，弱势的客服成为严格考核下的
牺牲品，这绝非是文明社会的幸事。从这一点看，我
绝不赞同企业对客服人员宣传忍辱负重，更不希望
这种精神成为客户的文化内涵。

窃以为，客服被骂哭，受辱的是法律和社会文
明。因此，企业应当站在尊重员工的立场上，鼓励客
服依法维权，否则的话，客服人员被骂哭事件屡屡上
演，必然给这个社会的文明增添不和谐音符。

黄齐超

“奇葩”健身
何以被称“业界良心”？

如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使用微信计步功能，
30岁的胡先生才进新公司却发现，公司竟将此作为
考核工具：规定每天需走满一万步，否则要罚做50~
100个俯卧撑。最初每天长时间的步行让他很吃不
消，坚持了一个多月，才发现自己确实缺乏锻炼，现
在人都减了好几斤。 1月17日《重庆晚报》\

“奇葩”健身被点赞“业界良心”，首先是这个规
定的初衷和用心，肯定还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理解
与接受。大部分职业人群由于自身的工作方式和习
惯，会引起一些常见的颈椎和脊椎的酸疼，或者其他
并发症。利用工作之余进行一些有益的锻炼活动，保
持身心健康，远离亚健康，这本身就是一种正确的引
导和积极的促动。毕竟，很多好的事情，“心动”还需

“行动”；老板发话了，员工也就不好意思“懒动”了。
其次，“奇葩”健身说是做不到要挨罚，但所谓的

“罚”，也并不是绞尽脑汁地去扣员工的工资奖金，而
是要求做若干个俯卧撑来补上步数。这看上去或许
有点“精神体罚”的意味，但既然别人每天都能行万
步，自己要是依然“拖后腿”，似乎也可归入“非不能
为”的行列了。事实上，重庆那家公司推出“奇葩”规
定后，很多员工午饭后不再对着电脑打游戏，都结伴
出去疯狂散步，至今无人不达标，便说明这不过是个
象征性的“罚则”罢了。

再则，“奇葩”健身之所以不被广泛吐槽，还因为
“行万步”的规定，不是老板真的“管得太宽”，显然是
为有效引起公司员工对适度锻炼的上心和重视。而
且，正如有网友纷纷给该公司员工友情支招，就算没
时间去外面健步，甩甩手臂也能集步数的。但转念
一想，手臂甩久了同样会觉得累，这不同样起到了主
动去锻炼身体的效果？总之，公司有倡导，员工有行
动，这就催生了“奇葩”健身的正面价值和意义。

司马童

这些年，见过太多的“反转新闻”和“新闻反转”，
但河南在4天内3次调整禁燃烟花爆竹政策的奇闻，
还是让人“脑洞大开”。

据新华网消息，1月13日，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从春节开始全省将在县
以上城市建成区全面禁售禁燃烟花爆竹；1月14日便
调整了这一政策，下发《关于扩大烟花爆竹禁止燃放
区域的紧急通知》，要求从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坚决
杜绝燃放烟花爆竹现象，1月16日《大河报》头版还刊
登了该消息的导读；1月16日下午，这一经过调整的
政策被收回并停止实施。

据悉，导致最后一次“反转”的直接原因，并非民
众对于所谓的习俗和气氛有多“依恋”，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1月16日在互联网上流传，由286家企业参与联
名的《河南省全体烟花爆竹经营公司请愿书》，称全面
禁燃烟花爆竹将给湖南、江西烟花爆竹生产厂家及河
南省全体烟花经营公司带来库存烟花爆竹难以消化
处理而存在安全隐患、烟花爆竹无法销售、厂家回款
无门、爆竹经营企业工人工资无法结算等一系列问
题，认为不应快速一刀切解决问题。

企业反映的当然并非没有道理。但这些小道理，
与雾霾、环保和民生健康的大道理相比，还能否站得
住脚，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说相关企业的
这种说法能够逼迫相关部门屡屡让步，那么，战胜雾
霾只能成为“童话”和“笑话”。你想，眼下那些对雾霾

“贡献”大的企业，说起来哪一家不是有员工就业和利
润贡献？如果这家关不得，那家减不了，雾霾恐怕只
会有增无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企业老板发财，无
辜百姓受害，糊涂官员买单。

与其他企业直接制造雾霾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
燃放烟花带来的雾霾等污染和伤害，是在部分民众的

“配合”下实现的，烟花燃放者也是“烟花雾霾”的直接
“推手”。

当然，就像关停那些雾霾贡献大户需要一个过程
一样，全面禁放烟花爆竹很难一蹴而就。尽管出发点
与努力的方向都没错，本次河南全面禁放烟花爆竹的

“紧急通知”仍然遭到企业的强烈反弹而夭折，其中有
工作没有细做实的原因，也有任性“拍脑袋”之嫌。正
如一家企业所说：全面禁放的决策需要经过论证，现
在却没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如果是去年5月份下这个
决定，企业还有操作的空间，生产、进货和库存也就不
会有现在这么多问题。

问题是，因为气候原因，5月份正是各地空气质量
不错的时候，当时相关部门对冬季的空气质量的估计
和禁放烟花爆竹的政策缺乏“深谋远虑”，才导致了今
天的被动。那么，从现在起就早做准备，逐步扫清障
碍、排除阻力，明年这个时候，全面禁放烟花爆竹能否
在河南和其他许多地方成为现实呢？我们不妨拭目
以待。毕竟，如果烟花爆竹都禁不了，战胜雾霾只能
成为“童话”。

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著在经典著作《统计
数字会撒谎》中指出：“统计分析让一切假象原形毕
露。”但是，“注水”的统计数据非但不能揭示真实，反
而成了假象的帮凶。其实,早在辽宁公开确认2011年
至2014年经济数据造假之前，全国多地统计数据“注
水”就曾惊动过中央巡视组。

对数据造假所造成的恶果,不少人都看得很清
楚。但是,由于“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等政绩观作祟，
国家统计局所采取的防止数据弄虚作假等种种措施，
总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化解于无形。

早在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严肃指出，“在统
计上弄虚作假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危害性
极大的腐败行为。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党的思想路
线，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
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必须坚决制止。”所
以，对统计注水造假等行为，仅靠国家统计局个别领
导重视是不够的，要捍卫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还必须
从体制上着手，设法管住伸向统计领域的权力之手，
找到统计数据“注水”的“病灶”。一是剥离“捆绑”在

“数据”上的利益，将数据上依附的利益彻底剥离出
去，从根本上杜绝“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现象。

二是统计垂直。由于统计数据关系到地方官员

的政绩，如果统计局长由地方政府任命，统计局长难
免受制于人，统计数据难免成为服务于地方官员的工
具。不独立则可能受制于其他部门和地方政府，不中
立则有可能出现迎合的现象。在西方国家，统计部门
多独立于行政部门，像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学术性机
构，独立地编制指标，采集数据，计算并公布数据，而
不管行政部门有什么要求。所以，在行政改革中，要
改变统计机关的隶属关系，只有从国家统计局到区级
统计局实行垂直管理，统计机关才能超然、独立于地
方行政机关。

三是，严惩统计造假行为。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
院长、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马建堂曾言，“弄虚作假是统
计领域的最大腐败。”所以，对于统计造假行为，必须
像“打老虎”、“拍苍蝇”一样从严惩处。其中，如果行
政机关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不但要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及行政处分，
具体经办人员也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
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对利用虚假统计资料
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职务晋升的，除对其行
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还应取消其荣誉称号，追缴
物质利益，撤销晋升的职务等。

1月17日，辽宁省
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
在辽宁人民会堂开
幕。辽宁省委副书
记、省长陈求发代表
省政府，作政府工作
报告。陈求发在工作
报告中首次对外确
认，辽宁省所辖市、
县，在 2011年至 2014
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
的问题，指出在 2011
年至 2014年存在“官
出数字、数字出官”现
象。
1月17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