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客泼空姐，与信用记录何干

近来，一则“中国游客大闹亚航
航班致飞机返航”的消息引发舆论
关注。国家旅游局13日发布通知称，
已经着手调查核实工作，将依法惩
处不文明行为，并拟将涉事游客不
良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会产
生疑惑，对旅行中的不文明行为依
法依规处理就行了，怎么又跟个人
信用记录联系到了一起？而且，按照
亚航方面发布的信息，乘客方与空
服人员方已达成协议并妥善解决了

矛盾，此时再对涉事游客进行“额
外”的处罚，体现的恐怕就不是法治
的权威而是部门的权力了。

的确，最近这几年“国人大闹航
班”的类似事件时常见诸报端，但引
来旅游主管部门公开“出手”的非常
罕见，从国家旅游局公告中的那句

“严重损害了国人整体形象”，隐约
可见通过相应举措“杀一儆百”的心
情。平心而论，坐飞机出国旅游早已
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有极个别的人
做出不文明的行为，恐怕也在所难
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走出
去”，再加上网络等信息传播手段越
来越便利，此类事件的曝光很容易
呈现上升趋势。

有关部门希望找到有效应对措
施的急迫心情可以理解，但处理旅
客不文明行为的问题还是得在法律

的框架内进行，不论是行政处罚还
是刑事处罚，都得于法有据。就拿个
人信用记录来说，征信业管理条例
中对“不良信息”有明确的规定，游
客的不文明行为显然不在其中。如
果国家旅游局所说的是这份信用记
录，那首先就得“闯过”法律这道关。
当然，如果说的是旅游行业内部的
信用记录，相关的信用污点会对当
事人造成怎样的约束，又会不会侵
犯当事人旅游出行等合法权利，同
样值得考究。

事实上，这种将某些个人的违
法违规行为与信用记录相捆绑的方
法，在一些部门出台的所谓规定中
并不新鲜，有将“拒绝强拆违章建
筑”纳入其中的，也有把交通违法行
为纳入其中的。运用“信用污点”显
然能够加大涉事人的违法成本，为

实现某些行政目标提供便利，但其
本质上是放大了相关部门的权力，
给涉事人造成法律处罚之外的某些
限制。如果每个部门都把信用记录
当成“筐”，公民任何过失都可能被
记入“黑档案”，最终的结果恐怕是
以权力架空法律，造成对公民合法
权利的侵害。

由此看来，反对旅客不文明行
为是必要的，但相关的职能部门也
要掌握好尺度，不要逾越权力边界。
事实上，最好的应对措施还是法治，
依法依规对涉事人进行处理，用法律
的框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才是长远
之计。用贴“信用污点”标签的办法，将
不文明行为与信用记录捆绑起来确
实会更见效，但考虑到此举可能产生
的示范效应以及权力架空法律的可
能性，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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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旅客不文明行为是必要的，但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要掌握好尺度，不要逾越权力边界。事实上，最好
的应对措施还是法治，依法依规对涉事人进行处理，用法律的框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才是长远之计。

□周歌

河北省永清县官方14日下午
通报，12月13日下午4时许，永清县
刘街乡徐街村民办春蕾幼儿园教
室坍塌事故共造成3名儿童死亡，1

名儿童轻微伤，2名儿童受惊吓。目
前，涉事人已被警方控制，事故已
排除人为因素，正在进一步侦查
中。（12月14日央广网）

全力守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是各级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
任。然而，无论是近些年来频繁上演
的校车惨剧，还是接连发生的校舍
垮塌等恶性事件，都暴露了一些地
方政府在民生投入方面做得远不到
位。一个例子是，有些地方宁愿耗巨

资大搞面子工程、景观工程，也不
舍得在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
事项上多投入。试想，如果当地政
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日常监管工作
到位，能够及早发现出事幼儿园存
在的问题，并及时消除隐患，又怎会
出现3名儿童死亡的悲剧呢？

可以预料的是，幼儿园倒塌的
惨剧发生后，不仅在河北省廊坊市
永清县，在河北甚至更多的地区，
都会掀起“一阵风”式的校舍安全
隐患大排查，如此“集中整治”固然
必要，但是，无论是保障校舍安全，
还是做好校车安全等，绝不能仅仅
依靠短时间内的专项行动或者集
中整治，而应当让严格监管真正成
为一种常态、一项制度。

□龙敏飞

云南巧家县通乡油路工程拖
欠1000余万元工程款，其中450万
为工人工资。被拖欠工程款者纷纷
找工程负责人李发林讨钱，李发林
则向政府讨薪喝药欲自杀。网友称
3200万元工程款已支付承建方，服
毒系李发林自导自演。（12月14日

《春城晚报》）
年末将至，农民工讨薪的新闻

再次频见报端。背后相关部门、企
业对农民工权益的漠视，的确是显
而易见的。而最大的悲剧则在于，
农民工讨薪难的事情，并不是一地
的风景，也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情，
而几乎是“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

朝”。在此次巧家县的“农民工讨薪”
事件中，副县长“死了人事就好办
了”的表态，看起来很冷漠，但却是
逼仄现实的写照。这样的尴尬现实，
足见农民工讨薪的悲情与无奈。

面对这样的现实，各地相关政
府部门年年都会有表态，如高度重
视、为农民工维权支招、走法律路
径、一定要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
严惩欠薪单位……但遗憾的是，农
民工讨薪难的现实，并没有因为相
关部门的“重视”而有根本改变。

因此，治理“欠薪”问题，用好
制度的力量不能等到岁末年初，而
必须成为一种监管常态。如此，企
业才不会心存侥幸，农民工讨薪才
不会成为年复一年的“贺岁片”。

葛公民论坛

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能
“两条腿走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黄益平认为，目前我国产品市
场和要素市场仍有“双轨制”之嫌。
产品市场几乎都放开了，但要素市
场扭曲比较严重。这种扭曲如果持
续，会使高速增长变得不可持续，需
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加以改变。

各种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想
维持超高速发展可能是亏本的。

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符合
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状态就是常
态。过去超高速增长实际上付出
了环境等巨大的代价。一个国家
要长期保持超高速的增长是不符
合经济规律的，不应给经济增长
率规定硬性指标。

经济学家绝对不会说明天股
票怎么样。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
蕾认为，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的建
设非常重要，而不应该以短线的
活跃市场就事论事。如果一个人
老是谈明天股票如何如何，说明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或
者是一个“炒家”。

企业家要学会“反向调节”。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周其仁认为，经济不好的时
候，人们容易把未来看得更不好。
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却有共同的特
点：你说好的时候，他仍然会谨慎
一些；周围的人都说不好的时候，
他们也会努力找到未来更好的机
会。

如果不加反省和节制，贪欲
之心可能滋生于每一个人心中。
在落马官员中，既有出身寒门的
穷人子弟，也不乏出身名门甚至
豪门的。“寒门巨贪”受到民众格
外多的关注，除了两者形成的巨
大反差所天然具备的故事性之外，
还在于故事的背后往往有一个简
单好用的逻辑———“苦怕了”。一些
人甚至因此而得出结论，煞有介事
地引经据典来论证“寒门为什么容
易出巨贪”。这种认识和看法并不
客观，而且容易混淆贪腐滋生、蔓
延真正的根源所在。

按理来说，“苦日子过怕了”
的人，当自己的命运得到极大改
观时，正常的逻辑是珍惜当前的
生活，不去冒有可能让自己“好日

子”过到头的法律风险；而出身豪
门的人，不缺钱财，更当清清白白
当官。但事实上，落马官员往往不
一定就因为自己的出身而爱惜羽
毛，出身豪门者在拥有权力后可
能有更大的贪欲，这就和以前的

“苦日子”或“好日子”没有直接关
系了。

落马官员在位时风光无限，不
管是谁，落马后多多少少都会有点
羞耻之心。因此，对于落马官员痛
诉“苦日子”害了自己，可以有一定
的理解，但千万不能完全当真。如
果因此还得出“寒门易出巨贪”的
结论，那么，这只是一种“腐败出
身论”，既不科学，也是对出身寒
门的所有官员的一种歧视。（摘自

《中国青年报》，作者廖德凯）

谈到该不该防治灰霾，社会
上有很大的共识；谈到如何防治，
意见就不那么统一了。我们生产
生活排放的污染物总量过大，平
时的治理速度又赶不上污染速
度，欠下的环境债太多了。灰霾天
气，正是环境对我们的报复。环境
不是无情物，人对它好，它也对人
好，人欠它的债，它肯定没有好脸
色。我们不想要灰霾，就得善待环
境，主动还债。防治灰霾，乃至防
治水、土壤污染和生态退化，都是
在还债。还债不单要出钱、出力，
还得节制欲望，跳出“先污染，后
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思维，
切实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真正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按理说还旧债时不该再欠新
债，可现实不是这样，一些地方环
境已经不堪重负，仍在想方设法

上马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消耗型
的项目，仍在侵占山水林田湖；不
少人固守粗放生产生活方式，不
给生态环境喘息之机，旧债未还，
又欠新债。如此这般，积重难返，
谈何环境改善？

还债，当然得量力而行。许多
人不愿意因为治霾影响自己的生
产生活，心情可以理解，政府出台政
策也应考虑公众的承受能力。治霾
的效果与我们还债的力度成正比，
要做好与灰霾长期战斗的打算。

说到底，改善环境质量，是在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找平
衡。以多大的成本偿还环境债，决
定这一平衡何时实现、持续多久。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武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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