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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张爽

■杨朝清

■谭浩俊

时事聚焦
人民日报：
安全第一，方能小康

公共安全问题在今天集中凸
显，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
段时期内都将相当突出。这是趴
在全面小康道路上的拦路虎，驯服
此虎，是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安
全才能安稳，安稳才能安居，安居
才能乐业。安全第一，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广大群众的
殷切期待，我们比以往任何发展时
期都需要牢记。

中国青年报：
修复城市良心的时候到了

人们经常说，从地下排水系统，
能看到城市的良心。这些藏在地下
的市政设施怎么设计、建设和运转，
公众往往并不知情，很多时候因为
安全等原因，也不会向公众开放。
这套看不见摸不着的系统，既可以
做好，也可以敷衍了事，只有到关键
时候，它才发挥重要作用。说它是
城市的良心，并不为过。在今天，大
规模的城市扩张几乎已经结束，修
复“良心”的时候到了。

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决定，对四
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这是新中国
自 1975 年第七次特赦后，时隔 40 年
的又一次特赦，也是现行八二宪法规
定特赦制度 33 年来的第一次特赦。
40年后重启特赦，既令人格外关注，
又属情理之中。

特赦既是我国传统，也是国际通
例。《汉书·平帝纪》载：“夫赦令者，将
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洁
己，全其性命也。”遇有重要庆典、重
大事件，行大赦、曲赦、德音之令，给
行差走错的百姓一个改过自新的机
会，是中国政治“宽宥之道”的固有
传统，也是平和世道人心、和谐社会

关系的仁爱政治。国外在特殊时
刻，因特殊原因而赦免特定罪犯的，
同样比较常见。比如为庆祝韩国光
复 70 周年，韩国政府就曾对 6527名
罪犯实行了特赦。

我国法律只规定了特赦这一种
赦免形式，此次实施的特赦，是宪法
所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刑法和刑
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根据宪法第
六十七条和第八十条，全国人大常委
会行使“决定特赦”的职权，由国家主
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
特赦命令。

因此，与我国传统和世界一些国
家赦免制度不同的是，它既非专制君
主从心所欲的个人意志，亦非基于选
票考量和利益交换的政治算计，而是
根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律程序，经过
充分讨论，由立法机关讨论通过，并
由国家元首发布的具有法律性质的
决定。特赦的政治性、法律性很强，

只有依法进行，才能取得最佳社会效
果。决定的作出、发布、执行，必须严
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办理。

此次特赦，是以法治精神对德政
传统的灌注。“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
以载物。”对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以及符合条件的在新中国成立
以后参加过保家卫国、捍卫领土主权
完整战争的罪犯实行特赦，是对他们
所做历史性贡献的认可，使他们在胜
利日分享国家的喜庆；而对年满75周
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
罪犯，以及符合条件的部分犯罪时不
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
犯的特赦，体现的是我国法制史上一
直提倡的“矜老恤幼”人道主义赦免
原则。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
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施宪法规定的

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政
治意义和法治意义。一方面有利于
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形成维护宪法
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同
时又体现了慎刑恤囚的历史传统。
特赦制度严格坚持法治精神，同时也
是对法治的细化与完善。法治并非
平面的、静止的原则，也会有细致的
褶皱、丰富的细节。依法特赦，可以
为刚性的法治赋予柔性和温度。《孔
子家语》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
是以和”，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中的

“德政”思想和“恕道”精神。
“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在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对部分
服刑罪犯的特赦，通过法治精神与
德政传统的成功锻接，将向世界展
示中国法治发展的成果与制度自
信；亦能促进社会和谐，以法治与德
治的结合，彰显中国政治中和宥恕
的雍容气象。 （来源：人民日报）

■支振锋

形同虚设 每到暑期，很多游泳场馆就进入客流高峰期。但是，一些地方游泳池水质引发游泳者身
体不适甚至中毒，能否“安心一游”成为民众关心的问题。“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余氯含

量超标是多数游泳池安全事件的“杀手”，换水消毒“偷工减料”、健康“把关”形同虚设等是游泳池管理中常见的安
全漏洞。 ■新华社 商海春

取消存贷比有利于小微企业

读者郭先生去吉林长春图书
馆看书，在读者自修区，郭先生从
摆满了名著的书墙上顺手拿了一
本，发现那竟是个纸盒子，只是贴
了名著的书皮而已。在自修区多
个书墙上，读者能拿得着的都是假
书。记者调查发现，在国内还有很
多图书馆也用假书作装饰。（8月30
日 央广中国之声）

在一个“快餐文化”大行其道
的时代里，纸质阅读依然有生存空
间。来图书馆接受精神洗礼的读
者，却见识了假书装饰图书馆的弄
巧成拙——为了所谓的“好看”，图
书馆不惜通过作伪的方式来移花
接木，不曾想穿帮露馅。

这从表面上暴露了该图书馆
在藏书上的短缺，从本质上却折射
出经营管理者在价值观念上的错
位与迷失——为了抽象的“面子”，
丢掉了“里子”；为了应付“外人”，
不惜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来遮丑、
护短，说轻一点是缺乏文化自信，
说重一点是对上不对下的官僚主
义和形式主义。

笔者曾经到某地一个社区调
研，居民阅览室宽敞明亮、图书丰
富多样，令人赞叹不已。然而，一
旦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看似光
鲜的图书大都没有翻阅的痕迹；书
柜的深处，甚至还有一批被绳子捆
住、尚未开封的新书。

物尽其用，是提供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假书装饰
图书馆不仅缺乏使用价值，而且造
成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图书馆花
费心思甚至耗资不菲搭建起来的

“花架子”，既起不到所谓营造学习
氛围的作用，反而容易让读者产生
反感情绪，结果适得其反。

真诚的态度、真实的力量，往
往最能打动人心。即使图书馆囿
于经费，难以在读者自修区配置充
足的图书，也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方
式来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把老
百姓想读、爱读的书采购进来，将
图书馆布局合理一些、布置得温馨
一些，实现便民、利民的阅读诉求，
需要少一些表面功夫，多一些真心
实意。 （来源：长沙晚报）

10月1日起，《山西省女职工劳
动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其中，女
职工“更年期”也纳入劳动保护的
范围。条例规定，“经二级医疗机
构确诊为更年期综合症的女职工，
经治疗效果仍不显著，本人提出不
能适应原劳动岗位的，用人单位应
当安排其他适合劳动岗位”。（8 月
30日《山西晚报》）

此前，由国务院制定的《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已经将
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
这“四期”纳入了相关保护范围。
此次山西省建立地方性法规，将女
职工“更年期”也纳入劳动保护范
围，这种对女职工劳动权益的保护
意识，无疑是让人欣慰的。

山西省此次将“女职工更年期
保护”纳入地方法规，其积极意义至
少有三点：其一，这是对女职工的体
贴与保护。“更年期”伴随着女性绝
经等而出现，是因生理退化而引起
的一个人生不适期。在更年期内，
女性会有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问
题，包括焦虑、失眠甚至抑郁等等。
这种生理与心理问题的出现，当然
会影响到女性工作。比如不再适合
某些劳动岗位。对此，法律赋予女
性更年期“换岗权”，这是对更年期
这一生理自然的正视，更是对女性
职工相关劳动权益的保护。

其二，“女职工更年期保护”是
法律体系的完善。在不少工作中，
女性都是绝对的弱势者。因此，女
性更需要劳动保护。此前，我们分
别针对女性孕期、产期、哺乳期等，
进行了相关法律的明确与保护。
之后，一些省份纷纷出台规定，将
女性经期，特别是痛经等也纳入了
保护范围，规定女性痛经可以享受
半天或一天假期等。如今，山西省
走在了立法前列，将更年期也纳入
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这显然是对女
职工劳动保护相关法律的充实与
完善。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女职工更年期保护”具有法律示
范与带动效应。随着山西省“第一
个吃螃蟹”，其他省份必定会效仿，
越来越多的女职工，将在更年期受
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而用人单
位在法规的约束下，也将更加注重
对女职工劳动权益的保护，这显然
是法律的进步，也是整体社会文明
的提升。

“女职工更年期保护”入法规值
得点赞，同时，期待这一善意的法律
规定，能够尽快在全国范围内被效
仿与推广。 （来源：广州日报）

“女职工更年期保护”
值得点赞

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商业银行法的决
定，删去现行商业银行法中关于商
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
不得超过75%的规定，并将存贷比由
法定监管指标调整为流动性风险监
测指标。

也就是说，取消存贷比的目标
终于实现，伴随银行几十年的存贷
比，将从风险控制的法定指标转向
一般性控制指标，银行的放贷行为，
也不再需要受到存贷比的严密控
制，而是可以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结
合自身发展实际，实事求是地决策。

取消存贷比，对企业是一个利
好，尤其是小微企业，更可能是一次
机会。因为，按照银行目前的风险
控制和信贷投放机制，小微企业一
直是被边缘化的群体。换句话讲，
能否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不仅要
看银行的喜恶，也要看存贷比的高
低。一般情况下，存贷比低的银行，

还能对小微企业有所考虑，存贷比
高的银行就难以顾及了。而且，在
银行面临存贷比压力时，首先想到
的也是压减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

随着存贷比的取消，虽然银行
不可能一下子就转向支持小微企
业，但是，由于没有了存贷比压力，
至少银行可以不因为存贷比需要而
压低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了。只要
小微企业不出现明显的经营风险，
银行也能够高抬贵手，给小微企业
一条生路。一旦小微企业挺过了困
难期，还能通过市场打拼，逐步向中
小企业发展，最终做大做强做优。

需要提醒有关方面的是，在取
消了存贷比以后，是否能够围绕这
样的转变，出台一些更加有利于实
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信
贷指导政策，鼓励和推动金融企业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向实
体经济倾斜，尤其要有针对中小微
企业的具体政策。

日前，国务院已经作出决定，将

建立国家层面的融资担保机构，重
点用于为小微企业和“三农”等提供
担保，且要求地方也成立相应的担
保机构。应当说，这也是给银行提
供了一次非常有利的机会，给银行
取消存贷比后实现经营转型一次良
好的契机。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
快、汇率改革力度的加大以及国际
金融交往的增多，银行与国际接轨
的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国际上许
多先进的管理理念与做法，也将逐
渐融入我国的金融体系之中。

取消存贷比后，希望银行能够
真正转变经营理念，能够把中小微
企业纳入支持的重点。反过来，中
小微企业也可通过实体经济实力的
增强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反
哺银行，最终形成良性循环。此外，
也希望存贷比的取消能给小微企业
带来一次新的机会，银行也借此转
变形象、调整发展理念，紧密跟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 （来源：广州日报）

依法特赦，照鉴现代德政与恕道

图书馆岂能
拿假书充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