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自查，倒逼诚信成习惯

从昨天起，我省居民可上网查
询个人信用报告了。网上查询的启
动，将使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更为简
便和大众化，也有助于提醒公民在
信用管理方面“绷紧弦”。这是用制
度帮人们养成良好习惯。

信用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
也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保证。近
些年，随着金融产业深入生活，个
人信用的作用已开始显现，但是还
有为数不少的社会主体对此没有
概念。一些群众把还贷、还款、水电
缴费等当成生活琐事，想起来就
做，一忙起来就扔到一边去，结果

虽然没有逾期的故意，却确实出现
了种种失信行为，给信用记录抹了
黑。

为了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央行
在2006年建成了全国统一的信用信
息数据库，查询服务也于2007年开
始。但由于接触较少，依然有相当
数量的民众不知道个人信息报告
为何物，更遑论有意识地进行信用
管理、避免信用污点。等到不良记
录对贷款、租房等事项产生了影
响，这才“如梦初醒”，但此时损失
通常也无法避免了。

从这个意义说，建设诚信社
会，不能单靠公民个人的自觉性，
更要注重制度设计。央行启动信用
报告上网查询，正是这样一个创新
之举，既给信息主体提供更大便
利，也可促使信用管理走出神秘变

成一项社会常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信用体系建

设方面，近些年来许多地方也自发
进行了尝试。一方面，“诚信黑名
单”越来越全面、细化；同时，它也
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能直接影响
社会生活，并成为群众的“行动指
南”。例如，今年7月份，江苏省出台
了社会法人和自然人失信惩戒试
行办法。依据该办法，个人拖欠公
用事业缴费、交通违法、实施家庭
暴力及不履行赡养抚养义务、行贿
受贿、制假售假等都属于失信行
为。而惩戒措施中，已有欠缴水电
费半年者禁止报考公务员的设计。
对比这一办法，群众自然可以注意
到哪些地方得改变了。更明显的例
子是，深圳市自2010年开始，在外来
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政策中，将“不

良信用记录”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评
标准，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根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6月，这
项考核已帮助各类机构追缴逾期
欠费近千万元。

通过制度创新的推动，在陌生
人社会失信“无人知”、“无人问”的
状况将逐渐得到改变，而“失信寸
步难行”也将不再是一句空话。当
然，信用管理和利用不能被无限夸
大，制度设计必须严谨、慎重，必须
充分尊重、保障公民和法人合法权
利。尤其是在某项规定与个人信用

“挂钩”之前，必须做缜密设计并广
泛征集民意，避免出现“误伤”和“恶
法扰民”的现象。此外，也要保障公
民对个人征信记录享有的知情权、
异议权、纠错权和司法救济权等，保
证“制度红线”更好地发挥作用。

建设诚信社会，不能单靠公民个人的自觉性，更要注重制度设计。央行启动信用报告上网查询，正是

这样一个创新之举，既给信息主体提供更大便利，也可促使信用管理走出神秘变成一项社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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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如今在一些人的眼里，不管个
人的实际需求如何，凡事都得舍得
花钱、讲究排场。婚宴要摆到星级酒
店，整桌的饭菜倒进垃圾桶也在所
不惜；平常很少远离市区，也得买辆
大排量的汽车……

不能否认，随着国家经济的快
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有钱了，一旦
脱离了贫困，也得在衣食住行方面
改善一下。追求舒适的生活是人的
天性，但凡事都要讲个度。如果没有
正确的消费观，把奢侈浪费、盲目攀

比也当做是在追求有品质的生活，
不仅对社会风气产生负面影响，也
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现实生活中，过度消费的现象
比比皆是，在不少人看来，不穿戴几
件奢侈品，出门都会抬不起头。平常
与人交谈，总离不开名包名表、豪宅
豪车，在娱乐会所“一掷千金”的“英
雄事迹”，也要拿出来与人分享。一
方面通过炫耀消费水平，彰显自己
的身份，另一方面也要把别人比下
去，从中寻求心理满足。

相比单个人的过度消费，消费
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风气更值得警
惕。人们的消费欲望在相互比较的
过程中无限升级：有条件的人骄奢
淫逸、挥霍无度，很容易引起人们的

仇富心理；没条件则为了钱铤而走
险，从“卖肾买‘苹果’”直到贪污受
贿，不断挑战道德与法律的底线。盲
目攀比的消费风气把人按照财产分
成三六九等，不但人为制造了穷富
之间的矛盾，原有的公序良俗也会
因逐利思想的过盛遭到破坏。正常
的消费需求被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取
代，对于经济条件并不好的人来说，
生活的负担更加沉重。

过度消费同样也是对社会资源
的浪费，个人的消费观念也代表一
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或许有人会说，
衣食住行花的是自己的钱，即便浪
费一些，也是个人的事。正因为很多
人抱着这样的想法，人们对一些浪
费现象见怪不怪了。事实上，生产的

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每一件消费
品都消耗社会资源，也对人们共同
生活的环境产生影响。就拿一件长
袖T恤来说，生产它要耗费1750升
水，碳排放达到1 . 6公斤，衣服没穿
几次就扔掉，不光是浪费个人的钱，
也是在挥霍人们共同拥有的自然资
源。同样，那些开着大排量汽车“耀
武扬威”的人，更该为加剧空气污染
感到羞愧。

的确，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消费
水平的提升，人们有更充分的条件
去改善生活。但消费能力越高，越需
要与之相匹配的消费观念。相比住
多大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科学理
性的消费观，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社
会价值。

□石念军

温岭杀医案影响扩散，很多医
护人员的心情已不只是“震惊”、“痛
心”，更有“无助”、“无援”。

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下，杀医案
的发生并非都是偶然，值得警惕的
是医务从业者因为群体被污名化，
使职业风险大增。因为信奉“坏人该
杀”，哈医大实习医生王皓被杀后，
网络投票中竟有6成被调查者对这
一死亡悲剧表示“高兴”。

医护群体被污名化固然有个别
从业者违背职业规范的原因，但也
不必讳言，这个行业本身也亟需从
畸形的医患关系中脱身。与一些医
生聊天，经常听到诸如“门诊量”、

“ 开 放 床 位 ”、“ 手 术 量 ”等 关 键
词——— 院长们以此比拼医院综合实

力，医生们以此比拼业务认可度。严
格的财务制度决定了医生很多时候
必须“因财施救”；医保超支需由医
生或科室自行添补的“行规”，也使
得一些医生只能“趋利避害”。如果
医生和医院演变成为“利益追逐
者”，单个患者作为医院庞大门诊量
基数中微不足道的“分子”，也就得
不到“有尊严的就医”。暂且不说“医
药回扣”等怪胎，医生也很难避免被
污名化。

诚然，针对任何职业群体的暴
力行为都必须被谴责和严惩，但若
环境不变，医护群体不能真正扭转
形象，他们面对的风险可能会有增
无减。

“383”方案里的改革期许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
组推出的“383”方案，对新一轮改
革给出了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

这个改革设想给人很突出的
印象，即改革须触碰痛处和敏感
处。同时，新一轮的改革一定是一
个系统工程，而非零碎的、修补式
的维护工程。这个改革设想强调

“三位一体”的改革思路，强调改

革目标是建立富有活力、创新导
向、包容有序、法治保障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

“383”方案作为政策建议，主
要是供决策者做参考。而政治决
策 与 改 革 理 想 所 不 同 之 处 在
于，前者必须考虑更多的约束
条件和即时因素，更缺少浪漫
主义。这个方案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是在表明，其中的确包含
了人们对改革的期许。(摘自《第
一财经日报》)

别让停车费“添堵”

别拿“财大气粗”当高品质
——— 反思“身边的怪现象”之五

被污名的行业哪有安全感

葛纵横谈

葛媒体视点

葛时事微微谈

葛齐鲁视点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为了缓解道路交通的压力，
并规范停车收费，济南市日前在
部分路段开始试点，面向市民试
行路内停车收费。

试行路内停车收费的初衷应
该是以治堵为目的，而不是为“广
开财源”。但是从试点的社会反响
看，这种划完线就能收费的方式
一旦推广开来，市民不仅停车成
本大大增加，也未必就能达到治
堵的目的，如此只会让人更觉“添
堵”。

市民担忧的是，路内收费一
旦推广开，那些原本方便临时停
靠的背街小巷也会成为收费停车
场。这些停车地段远离商业或车
流密集区，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方便了市民接送孩子上
学、带老人看病求医等。像这种基
本不影响干道交通的路段，有关
部门或者社区更应该从服务群众
的角度出发，主动规范停车，而不

要急于收费。停车费本来是治理
拥堵的一个经济杠杆，如果交通
拥堵的区域收，交通压力不大的
区域免收，就会有效地引导部分
车主合理选择停车区域。

就目前的试点看，收费也不
够规范。市民经常看到一些老年
收费人员，为抢在车主离开之前
吃力地穿梭在车流中，这既不利
于道路交通安全，也有损于收费
的严肃性，毕竟这项收费是政府
部门主导的。现在的收费方式给
市民的感觉是收费部门“能收一
块是一块”，而很多市民则是“能
逃一次是一次”。

此外，根据已经正式实施的
《济南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条
例》，政府是停车收费的合法主
体。所以，收费部门有必要公开收
费的流向和用途，这无关商业机
密。只有向市民做充分的解释，在
媒体上及时告知市民收费范围和
标准，以及收费的流向和用途，才
能彻底打消市民的疑惑和抵触。
目前，很多市民都感到停车越来
越难，而收费越来越多，车主们的

“付出”和他们所得到的“服务”是
不对等的。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近日有司机反映，河南济源一7公里路段，设有
6个收费站点，货车司机必须交两元钱轮胎降温费
才能通过。(10月28日《京华时报》) 漫画\李宏宇

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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