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有房无证”就得“马上就办”

近日，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在一
次会议上，自爆居住近8年的房屋到
现在还没有房产证。而记者调查发
现，呼市有类似情况的还有13万户，
房地产市场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多
达184个。

市委书记自爆“家丑”，一是说明
他早就知道问题存在，二是说明解决
起来确实有难度。前者涉及态度，后
者关系到方法。历史遗留问题的解
决，就要从这两方面入手，职能部门

要有“马上就办”的态度，把群众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还得运用法治思维，
寻找可复制的解决方法。

就拿“有房无证”这个事来说，问
题往往都是一拖再拖造成的，一开始
可能只是程序上有瑕疵，可等到开发
商不见了踪影，办事人员换了一拨又
一拨，小问题就成了死结。在这个过
程中，公职人员所缺少的就是责任和
担当，如果能遇事不拖延、马上就办，
问题可能早就迎刃而解了。即便自己
接到的就是个“烂摊子”，也得想着怎
么把问题解决掉，而不是听之任之留
给“后人”。否则的话，旧问题越积越
难办，新的问题又加入进来，形成恶
性循环。即使事情实在闹得太大，通
过特事特办解决了，最终也只能给群
众心里留下“大闹大解决”恶劣印象。

越是面对历史遗留问题，越是
应该有马上就办的紧迫感。光有态
度还不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得找到具有可复制性的方法。拿
办不下房产证这个事来说，城市和
城市之间，小区与小区之间，甚至
同一楼盘中加盖的楼层和被“连
坐”的楼层，遇到的具体困难都不
一样。这时候就需要发挥法治思维
的作用了，因为法律就是适用于不
同情况的统一标准。

当然，问题往往没这么简单，
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背后，都存在着
法律上的模糊地带或是法律空白。
运用法治思维，本身就包括法律随
着社会生活不断完善——— 模糊地
带可以通过实践加以明确，空白之
处也可以通过创新性的司法工作

加以突破。比如在拖了六年之久的
济南彩石山庄纠纷中，针对受偿优
先权问题，就是由中级法院形成方
案，经由省高院上报最高院，最终
为解决问题扫清了障碍，也为类似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样本。

我们之所以说法治思维而不
说法制思维，就是因为前者提供的
是一个相对灵活的思路，一个体现
在法律活动中的原则。前面说的

“马上就办”的态度，其实也是法治
思维的一种体现，因为“办”是法定
责任，“马上”则源于法律条文中对
期限的要求。一旦这种信仰法治的
行为习惯建立起来，事情沿着法治
轨道运行，不但现有的历史遗留问
题有望解决，很多潜在的历史遗留
问题，也将被消灭于萌芽之中。

一旦信仰法治的行为习惯建立起来，事情沿着法治轨道运行，不但现有的历史遗留问题有望解

决，很多潜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将被消灭于萌芽之中。

□张泰来

春节期间，酒后驾驶违法
行为有抬头趋势。近来，天气回
暖，酒驾违法行为增加的趋势
也很明显。

在交警面前，酒驾司机可
以说花样百出，其中不乏趁着
酒劲跟民警胡搅蛮缠者，但也
有一些平日里的守法公民。比
如，近日被查的一名奔驰车女
司机，虽然喝到神志不清，但被
民警查处后，也始终在配合民
警执法，言语中句句不离“传递
正能量”、“我愿意承担责任”等
等。虽是酒后语言，但也反映出

她在其内心深处对于酒驾违法
的认知。

“守法公民”酒驾，原因还
要从侥幸心理上找：一方面是
对酒驾后未必碰上交警的侥
幸，二是对于自己掌控能力的
侥幸，自认为酒量可以，虽然喝
了酒但头脑清楚，自信满满地
开车上了路。殊不知，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在酒精面前，人也差
不了多少，不管你自认掌控能
力多强，酒后同样出丑。

对于所有的机动车驾驶员
来说，避免酒驾被罚的法宝只
有一个：那就是牢记开车不喝
酒、酒后不开车，不要去试探法
律，也不要去试探自己的掌控
能力。(作者为本报机动新闻中
心记者)

葛记者来信

“试探法律”的酒驾者早晚出丑

“尿歪罚一百”戳中科学立法软肋

以互联网思维

重塑网络信用生态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P2P网络
贷款平台中，跑路、限制提现及大额
坏账等风险事件明显增多，网络信
用生态出现一定程度恶化，极大地
影响到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深
入分析不难发现，我国互联网金融
融资主体信用信息不完整、不易获
取、不透明，不仅使得所谓互联网金
融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个体信用成
为一句空话，而且难以引导投资者
真正识别风险，从而埋下互联网金
融消费权益纠纷隐患。因此，以互联
网思维重塑网络信用生态，是确保
我国互联网金融稳健发展的根本保
障。

为什么网络信用生态这么重
要，是因为信用构成金融业务核心

价值，而基于虚拟网络衍生发展的
互联网金融业务更需要网络信用生
态来支撑其良性运转。虽然近年来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取得显
著进展，但与互联网金融业务相适
应的网络信用生态建设尚处于萌芽
状态。

2014年，我国网民规模高达6 . 49

亿人，网络经济行为日益活跃，已经
积累了极为庞大的信用信息数据
库，为网络信用体系建设奠定了坚
实基础。未来，基于开放、分享、公
开、平等的互联网精神，对我国网络
信用信息进行整合、运用，在此基础
上构建和谐健康的网络信用生态，
将是未来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竞
争力所在。（摘自《经济参考报》，作
者项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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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国

《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颁
布一年半，至今一张罚单都未开出。
该办法中“在便器外便溺罚100元”
的规定曾被热议为“尿歪罚一百”。

（3月24日《南方都市报》）
根据报道，之所以“尿歪罚一

百”在颁布后成为摆设，就是因为取
证困难。其实，该规定颁布之初，很
多人就预测无法落实。不可否认，

“尿歪罚一百”的规定，即便是一纸
空文，但也具有倡导文明行为的积
极意义。但是，既然规定已然颁布，
就应该严格按照法规进行操作和执
行，否则岂不是立法资源的浪费？法
规被闲置，本身就说明了在制定之
初，缺乏细致的调研和论证，并没有

考虑法规是否具有生存的土壤和环
境。在这种立法思路下，一年半没有
开出罚单并不奇怪，而令人称奇之
处在于，如此的奇葩法规是如何通
过并颁布的。

其实，类似的立法模式并不少
见，由于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即便
法律法规已经实施，却依然面临着

“立法虚无”的尴尬。中央提出了依
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立法法也在今
年两会期间予以修改，无疑对于立
法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今后一段时间，从立法的数量和频
率上而言，必然会呈现出一个新的
局面和态势。类似于“尿歪罚一百”
的规定遇窘，无疑戳痛了科学立法
的软肋，值得相关立法机构和部门
反思和警醒。

美容行业也需“整形”

□舒心萍

割双眼皮，打瘦脸针，注射玻尿
酸……整形美容风潮“越刮越烈”，
一些不法商贩和医疗机构为牟取利
益也设下了各种“美丽陷阱”，让一
些消费者美容不成反毁容。（3月24

日《渤海早报》）
近期，有关整形美容行业的“负

面”新闻不断，除了国内整形美容“出
事”之外，连“保险系数”比较高的赴
韩整形美容，亦是掉进“纠纷”不断的
漩涡，甚至有人在整形手术台上休
克。曾有报道称，我国每年大约有20

万张脸被“毁容”，而一项来自中国消
费者协会的统计称，我国平均每年因
美容整形引起的投诉近两万起。这也
说明，“整形美容”失败的事情已并非
个例，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本来，一个行业得以发展壮
大、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是好事，
但是如果无序发展、盲目发展、畸
形发展，就会引发整个行业的信
誉危机和系统风险。当前我国整
形美容行业呈现出的诸多乱象已
经到了亟待整治的地步。当前形
势下，应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
法规，将整形美容行业纳入法制
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建立行业
监管和自管制度，特别是整形美
容机构资质审核及市场准入制
度，从源头上严格把关，防止一些
山寨机构滥竽充数。同时，国家职
能部门应当进一步整合监督管理
资源，明确职责职能定位，并建立
统一协调的监督管理运行机制，
对违法违规从事整形美容的机构
进行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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