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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房清江

■周继坚

■邓海建

时事聚焦

人民网：
引领新常态需重拳惩“懒”治“庸”

民之治乱在于上，国之安危在
于政。惩“懒”治“庸”必须坚持破
立结合的辩证法。一方面，铁腕惩
治，加大督察力度，对于不干事不
作为的干部，坚决问责，一查到底，
从严治理，绝不姑息。另一方面，
建章立制，大力推进权力清单和责
任清单的制定，以制度的约束，管
住“任性”的权力。

新京报：
反腐正在推进，“特赦”言之尚早

说到底，反腐未有穷期，坚持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
起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
仅符合党的利益，也符合全体民众
的公共利益。在反腐败的问题上，
需要的是赵简子而非东郭先生。
现在奢谈“特赦”，不可能换取贪赃
枉法者的主动收手，更不要说让贪
腐官员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了。

长江日报：
社会的一切法度要自动生效

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体现在
一切法度都能自动生效。一旦越
矩，就有相应的制度法规来处理，
不需要什么特别“提醒”，这是法治
社会要义。我们的社会，规矩向来
都不缺，不同行业与领域都有各自
的“规矩”，法律约束每一个人行为
底线，党员干部还要遵守党纪政
纪，不同从业者也有各自的职业准
则与规章制度，如今要强调规矩切
实起作用，真正“成方圆”。

中国人民银行4月19日宣布，自
2015 年 4 月 20 日起下调各类存款类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
分点。

众所周知，随着金融制度的发
展，存款准备金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
宏观调控工具。从以往来看，我国每
一次准备金率的调整不仅会带动虚
拟经济的变化，而且也会让实体经济
稳健前行。可以说，准备金率的变化
体现着央行对我国经济状况的快速
反应能力。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国
一季度CPI比去年同期上涨1.2%，为

2009年以来最低，低于全年3%的涨幅
控制目标。而2015年我国GDP设定
了7%左右的增长目标。日前，数据显
示，我国 2015 年一季度 GDP 增长
7.0%。虽然这个增长率没有滑出合理
区间，但为6年来最低增速。它折射
出了经济下行压力。在通胀压力不大
的情况下，此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有
助于稳定经济，补充货币流通性。此
次降准，显然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底线
思维、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新思路。

而从资料来看，我国历史上存款
准备金率最低的时候只有 6%，最高
达到了 21.5%。可见，我国存款准备
金的调控区间很大。透过这个区间，
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不同时
期所呈现的特点以及国家宏观调控
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目前，在存款准备金率上，我国
存在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
两套标准。在今年2月份降准之后，
我国大型金融机构执行 19.5%的标
准，小型企业执行16%的标准。而在
存款准备金率确定后，各商业银行每
旬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应上缴存款准
备金。也就是说，很多银行的信贷规
模会受到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限制。
这就可能会直接导致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特别是在推进转型创新发展
的过程中，一些科技创新型企业因为
缺乏大的合作项目，会遭遇融资瓶
颈。而此次降准，对于这些企业来
说，无疑是利好消息。

众所周知，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
驾马车之一，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
背景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有利于降

低社会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机构的资
金供应能力，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这也
许是此次央行一次降准一个百分点的
重要原因。要知道，据专家估计，这种
调幅将释放超过1万亿人民币资金。
显然，它也将舒缓股市的利空预期。

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往国
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考察时就
指出，实体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液，
光有肌体，没有血液，经济活不了。
金融和实体经济应该互为依托、相互
促进、相辅相成。而从宏观层面来
看，微刺激可能更适合中国经济的现
状，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相比于财
政政策，货币政策将会发挥更大作
用。存款准备金率会不会再降，则取
决于我国未来的经济运行状况。

（来源：长沙晚报）

降准体现央行快速反应能力
■敬一函

叫停 十几万人民币就能“永葆青春”，让大牌明星展现“不老传奇”的神秘疗法……最近几年，到瑞士打
羊胎素成为国内某些富人不惜千金寻求抗衰老的秘方，也成为瑞士某些医疗机构吸引中国主顾的招

牌。羊胎素究竟为何物？是否有传说中的青春常驻功效？有没有健康风险？随着瑞士医疗监管部门日前一纸禁令
全面封杀羊胎素疗法，天价羊胎素“美容、抗衰老、葆青春”的谎言被揭穿。 ■新华社 朱慧卿

“疯狂面膜”提醒微商监管升级

有群众反映，在江苏省灌南县
民政局网站首页上找不到民政局
的联系电话，找遍整个网站，才在
科室介绍页面的小角落里找到相
关科室的办公电话。致电有关科
室询问局长办公电话，对方却告知

“我们局长只有内线，没有外线。”
民政工作与百姓生老病死直

接相关，基层民政部门应是离群众
最近的部门。可无论是电话“遍寻
不着”，还是局长“没有外线”，都折
射出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离群众有
多么远。类似情况并不鲜见。有
的单位办公电话是“公而不开”，群
众打过去不是忙音就是领导不在，
各种搪塞将人拒之门外。而这些
工作人员对内、对上、对熟人却十
分周到，甚至“关心备至”。

群众有事找不着人，说到底
还是一些党员干部“官本位”思想
作怪。他们似乎形成了这样的思
维定式：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二是拿群众当“刁民”，认为群众
找上门就是找麻烦，对群众“求
见”怀有排斥心理。从近年纪检
监察部门通报的案例来看，一些
部门的公务员们尸位素餐，上班
时间庸懒散奢。还有些人已经混
成了职场“油子”，群众有事来找，
他一句话就能把你拒之门外，让
你还挑不出毛病。

上述问题的存在，反映出制度
的漏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
信息公开机构必须公开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等，但对具体哪些单位应
该公开，公开到哪一级，哪些工作
人员的电话应该公开等，还没有明
确的规定。而对于如何让公开的
电话真正发挥联系群众、为民解忧
的作用，同样需要在制度上划出

“硬杠杠”，真正激活那些“休眠”的
办公电话、网站信息，进而强化每
一位公职人员以为人民服务为荣，
以拖延推诿为耻的职业道德。最
后，还要细化问责制度，并将问责
制落到实处。 （来源：半月谈网）

近日，有市民反映，根据首都图
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规定，阅读该
阅览室图书需要具有研究生及以上
文凭或是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
研究人员，这一规定被读者质疑“有
歧视嫌疑”。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
此规定，但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
古籍等历史文献，减少使用频率。（4
月19日《北京青年报》）

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通
过这个规定，控制历史文献的使用频
率，意欲更好地保护古籍，出发点无
须质疑。毕竟，许多历史古籍是“孤
本”，除了古籍记载的资料价值之外，
其本身也是文物；再说，纸质线装很
脆弱，稍有不慎确实可能给古籍带来
损坏，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

不过，古籍真正的现实价值在
于研究与利用，藏之深山、束之高阁
的古籍，与几张废纸无异。知识全
人类共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
文献典籍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从这
个角度来说，公共图书馆的图书与
典籍，每个人都有平等借阅的权利。

不否认能够读懂古籍需要一
定的文化水平，而对古籍借阅有较
大需求的多是一些研究机构，但并
不能因此否认其他群体借阅古籍
的合理性。现实中，一些历史研究
已经不是学术专利，个人兴趣、社
会组织乃至商业机构，不乏类似的
需求，单纯的文凭与职称不能被简
单拿来当“通行证”。况且，历史古
籍本身也很冷，受青睐的面很窄，
没有谁有事无事借部看不懂没兴
趣的古籍来打发时间。

古籍借阅的保护与利用能够求
取最大公约数，即如何能够满足所
有人的权利，又能够使得古籍本身
不会受到影响和破坏。显然，二者
不是截然对立而需要“非此即彼”
的。尤其在现代信息技术如此成熟
的语境下，古籍本身可以不再是知
识传播唯一的载体。比如，对历史
古籍进行影印，制作复制本，或者对
历史古籍进行扫描，形成电子版本，
这些足以让古籍分身有术，古籍妥
存与向所有人开放不再冲突，除特
殊的研究需要原本之外，其他借阅
者使用复制的版本即可。

当然，对于像首都图书馆这样
的大图书馆来说，各类古籍数量庞
大，全部复制备份和建立电子数据
库，也是浩大的工程。在条件未竟
之时，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可以理
解，但是，这种限制性的保护是建立
在切割公民阅读平等权利的基础
上，不可持续。况且，图书馆信息化
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让
信息技术为优化服务所用，图书馆
应主动作为，而不是固步不前抱守
残阙。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古籍借阅与保护
应可兼得

无处不在、质量粗劣、暴利惊人
……各种劣质面膜汹涌席卷微信朋
友圈的势头，让人们大吃一惊。有
媒体评论称，“疯狂面膜”正是当下
国内微商发展状态的一个缩影。如
何实现微商规范有序而非野蛮生
长，避免朋友圈成为三无产品、变相
传销的“法外之地”，已经成为摆在
全社会和有关部门面前的一道重要
考题。

有调查显示，听上去“高大上”
的微商，其实有80%都是在卖面膜；
而打开朋友圈，80%的人都曾遭遇

“面膜党”刷屏。至于“日销十万盒”
“月入5万元”等神迹，有专业软件可
以“私人订制”；而“洋牌子”“高档
货”的形象，不过是拉人头做下线的
幌子……很多人私下感叹，“好好的
一个人，怎么就卖面膜去了”。

微商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不应只是眼下高度同质化的“疯狂
面膜”产业的代名词。事实上，早在
2007年，卫生部发布的新版《化妆品

卫生规范》就明确规定，在化妆品里
禁止添加激素。然而，央视最近曝
光的微信朋友圈热销面膜中，有些
产品检测出激素最高超标 6000 倍，
且这已经成为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在微商领域的面膜销售呈现疯
狂态势的时候，同样疯狂的是以下
一个事实：在2014年发布的首个《中
国化妆品安全指数报告》中，来自深
圳市中医院皮肤科的抽样数据显
示，网络渠道购买的含有超标激素
的化妆品导致过敏性皮炎，它们已
经成为化妆品伤害的头号杀手；去
年一年，每3个因为化妆品伤害导致
病发的患者中，就有一个是激素过
敏性皮炎。

在“疯狂面膜”乱象背后，至少
有三重问题值得重视：其一，产品质
量风险与消费权益风险。朋友圈卖
面膜主要靠“杀熟”，如果真要去维
权，举证难不说，人际成本也“高不
可攀”；其二，传销在微信平台死灰
复燃的风险。一个个“霸道总代”背

后，是“总代招一级代理，一级招二
级，二级招三级”的可疑模式，因此
有网络段子说，面膜神器其实不是
朋友买去的，都是代理拿走的。其
三，劣币驱逐良币，透支市场信用与
规则。不久前，微博名人“留几手”
在网络上揭露了一位卖面膜的“小
背头”，直指其没有经过工商注册、
虚假宣传、售卖“三无”面膜。若市
场监管对此类乱象不闻不问，不良
资本必然在微商领域形成不良的示
范效应，从而使得微信朋友圈成为
市场领域的丛林法则繁盛之地。

眼下的问题是，明知微营销已
经被有些人玩坏了，监管部门仍以
无法可依、管理不对口等理由对乱
象放任不管。如今，朋友圈里的“疯
狂面膜”已成了击鼓传花的传销式
游戏，也许普通人可以碍于情面屏
蔽以求清净，但职能部门恐怕不能

“视而不见”。新的产业形态需要有
新的监管思路，微商不能再这样乱
下去了。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科级干部“没外线”
想糊弄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