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一篇名为《我是
范雨素》的文章刷爆朋友圈，
来自湖北、初中毕业的 44 岁月
嫂范雨素一夜之间成为“网
红”，她不得不放下在做的小
时工以应付各路访客，有报道
说，她因不堪媒体的围追堵
截，躲进了深山古庙。

《我是范雨素》的走红，
让公众借此听到了一个来自
底层的农民工的声音，范雨
素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入手，
逐渐将家庭、生活的农村、工
作的城市纳入笔下，呈现了
底层社会生活的丰富细节，
也让人直观感受到小人物生
活的挣扎与无力。

农村的空心化、打工子女
入学、拆迁维权、城中村暴富
等场景，在很多人的生活中或
是新闻报道中都出现过，一些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甚至
比范雨素的记录更为荒诞。人
们对《我是范雨素》感兴趣，很
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有很强
的代入感，范雨素在文章中融
入了个体的生命经验，让人们
看到了这些社会问题对普通
人生活的切实影响：征地拆迁
意味着年迈的母亲需要走上维
权的前台；教育不公则会导致孩
子无法在工作的城市入学；阶层
的隔膜更是让范雨素在工作中
成了“无名氏”，她的身份是

“小范”、“范姐”、“阿姨”。
在城市里，像范雨素这样

的打工者遍布各个角落。数据
显示，截止到 2016 年底，全国
农民工总量达到 2 . 82 亿人，其
中外出农民工有 1 . 69 亿人。城
市的正常运转、市民的生活离
不开他们，但现实是，这样一

个庞大的群体，融入城市却面
临户籍、社保等种种障碍，在
公共生活中也很少能够发出
自己的声音。《我是范雨素》揭
开了这个未知冰山的一角，但
冰山下面隐藏的大多数，却甚
少进入公众的视线，这依然是
一个被遮蔽的群体。

在目前城镇化的浪潮下，
农民工们渴望成为城市的一
分子，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

“我是范雨素”这个标题本身
也隐含着一个小人物对自我
身份、独立人格的确认，以及
进行自我表达的欲望。尽管为
富人工作，在底层生活的范雨
素，面临的是阶层之间的巨大
鸿沟，改变命运的无力和贫困
代际传递的担忧同时困扰着
她，但她在受访时也多次表达
过对诗意生活、身份平等的追

求。在她看来，农民工这个词
本身应该是中性的，和艺术家
没有区别；除了少数人，多数人
对抗生活风险时的无力也是相
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范
雨素》的走红，除了其契合了时
下流行的“情怀”追求，或许也
因为文章中记录的现实，戳中
了社会普遍的心理焦虑。

《我是范雨素》走红后，范
雨素成为被多路媒体和出版
社追逐的对象，也使范雨素被
拖入之前余秀华等人的成名
路径，被推到大众消费的前
台。在围观的热潮下，与其将
范雨素作为一个娱乐化的“网
红”过度消费，在茶余饭后平
添几分谈资，不如还她一份清
静，将精力用来关注和解决她
笔下的底层困境，让更多的

“范雨素们”能够有力地前行。

“网红”范雨素背后有个被忽视的群体

在围观的热潮下，与其将
范雨素作为一个娱乐化的“网
红”过度消费，在茶余饭后平添
几分谈资，不如还她一份清静，
将精力用来关注和解决她笔下
的底层困境，让更多的“范雨素
们”能够有力地前行。

“监管影响股市”实属无稽之谈

葛一家之言

银行何必操心死者存款由谁继承

葛试说新语

环保部门何以

无视“污染下乡”

□魏文彪

据环保部网站消息，环境保
护部通报了最新的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情况。部分小企业聚集于城乡接
合部、偏远山区、农村地区等环
境复杂区域，形成区域污染严
重、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的“散乱
污”企业集群，成为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

“散乱污”小企业聚集于
城乡接合部、偏远山区、农村
地区等环境复杂区域，固然具
有一定的隐蔽性，但是，只要
当地环保部门工作人员认真
履责，积极作为，并非不能及
时发现这些“散乱污”小企业，
并依法对其采取措施，“散乱
污”企业集群污染环境现象就
可以得到有效的整治。而环保
部督查可以发现这些“散乱
污”企业集群，成天生活在当
地或周边的环保部门工作人
员，显然没有理由不发现。

部分地方环保部门工作
人员之所以不切实履责、积极
作为，任由“散乱污”企业非法
生产，除了与部分环保执法人
员责任意识缺失、“习惯性”不
作为有关之外，更多的情形实
是部分环保部门工作人员收
受了这些企业的利益与好处，
于是放弃监管职责，放纵其违
法生产。也就是说，背后存在
腐败是部分地方“散乱污”企
业长期非法生产现象存在的
主要原因，是腐败导致部分地
方“散乱污”企业肆无忌惮地
破坏环境，损害民众身体健
康。

显然，唯有在环保部开展
督查，依法对存在违法现象的
企业实施处罚，该关停的坚决
关停的同时，对那些存在不作
为的地方环保部门工作人员
实施严厉问责，对存在腐败行
为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并在平时加强对于环
保部门工作人员履职情况的监
督监管力度，大力发动民众举
报，依法依规惩处不作为环保部
门责任人，促使各地环保部门工
作人员切实履职、严格执法，才
会杜绝此种“散乱污”企业集群
违法生产污染环境现象的发
生，令环境与民众身体健康真
正获得坚实的保障。

□晏扬

父母离世，又无其他直系
亲属，作为合法继承人的刘某，
在支取父母生前存款时却连遭
银行拒绝。日前，这起储蓄合同
纠纷案在江苏常州金坛区法院
公开宣判，法院判决银行在规
定期限内向刘某支付相应存款
和利息。

这件事情的缘起是：2016
年刘某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发
现了父母名下的多张存单，共
计 5 万余元。刘某是独生子，父
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已过世，
自己理应继承这些存款，但当
他带着存单、父母死亡证明、居
委会证明材料到银行取款时，
却一再遭到银行拒绝。银行方
面称，按照规定，刘某需提供公
证机关开具的遗产继承公证书
才能取款。因公证未果，刘某遂

向法院提起诉讼。
刘某的遭遇并非个例，近

年来屡有类似事件见诸报端。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

〈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
40 条：“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
承人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有权
提取该项存款，应向储蓄机构
所在地的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
权证明书，储蓄机构凭以办理
过户或支付手续。”各银行正是
以此为依据，要求继承人先公
证再取款，否则拒绝支付。

银行这样规定，的确具有
良好用意，主要是为了保证所
有继承人的权益，防止个别继
承人甚至非继承人支取、占有
死者的存款。刘某为何“公证未
果”，新闻中没有提及，但我们知
道，现实中，如果死者有多位继
承人，办理继承权公证往往是
件非常麻烦的事，譬如有的继
承人在国外，有的法定继承人
失踪失联，而办理公证需要所
有继承人都到场，这就难倒了

许多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亲属
留下的存款躺在银行里，就是
取不出来。银行的良好用意，很
多时候反倒妨碍了死者亲属继
承权的实现，结果与初衷南辕
北辙。

其实，从责权的角度看，银
行大可不必操这份心，只须保
证死者存款由其继承人支取，
至于存款如何分配、最终由哪
些人继承，则显然不属于银行
的责权范围。举个可以类比的
例子：一个人的银行存款可以
由别人代取，只须提供存款人
和代取人的身份证（以证明委
托关系）即可，至于取出来的钱
归谁所有和使用，则不关银行
的事，银行也是全然不管的。与
此相类似，死者的存款如何分
配、最终由哪些人继承，同样不
用银行操心，只要取款人是死
者的直系亲属或法定继承人，
银行就应该支付存款，这是银
行必须履行的义务。

诚然，银行不操这份心，可

能引发继承人之间的矛盾纠
纷，甚至有个别继承人私自占
有死者存款。但是，这同样不关
银行的事，矛盾纠纷由继承人
自行解决，可以上法院打官司；
如果有继承人私自占有存款，
他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
全部法律责任。事实上，上述《若
干规定》第 41 条对此有明确规
定：“存款人已死亡，但存单持有
人没有向储蓄机构申明遗产继
承过程，也没有持存款所在地
法院判决书，直接去储蓄机构
支取或转存存款人生前的存
款，储蓄机构都视为正常支取
或转存，事后而引起的存款继
承争执，储蓄机构不负责任。”

法院对这起储蓄合同纠纷
案的判决，具有某种标本意义。
死者存款如何支取，银行业应
以此案为契机，制定出更为合
理、更加明确的规定，不再让其
成为人们的头疼事。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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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浩俊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
数据比较靓丽、各项指标都呈
反弹趋势的情况下，股市却出
现了下挫现象，且下挫幅度比
较大。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了
正在持续发力的监管，认为是
监管过度让市场产生了恐惧，
让股民产生了担忧。

这实属无稽之谈。众所周
知，中国股市之所以问题不断、
灾难不停、普通投资者损失巨
大，就是因为市场秩序混乱、行
为不规范。而造成市场秩序混乱
和行为不规范的主要原因，则是
监管乏力、监管不到位。有关加
强监管的声音，其实早在多年前
就已经出现，且随着股灾的发
生，要求加强监管的声音也更大
了。为什么管理层动真格加强监
管了，反而会出现相反的声音
呢？可见，市场的秩序有多乱，
利益集团的能耐有多大。

有的人能够把矛头直指监

管、管理层，那只能说监管的效
果已经产生，监管已经触碰到
利益集团的利益，监管可能要
动利益集团的奶酪了。在这样
的情况下，利益集团及其代言
人就要通过制造舆论进行阻击
了。否则，随着监管的不断深
入，必然会触碰到利益集团的
核心利益，会让很多不当利益
暴露在公众面前。比如冯小树
的问题，如果不是专项巡视和
强化监管，数亿元的非法收入
就将永远地被他占有。

我们并不否认，由于长期
监管松懈、监管不到位，甚至监
管错位，市场已经养成了自由
散漫的习惯，养成了只有投机
才觉得好玩有趣的禀性。因此，
面对监管突然加强，显然有点
不太适应。比如对次新股炒作
的监管，就让一部分投机者很
难过、很不舒服。因此，也就不
可避免地会让次新股出现震
荡，继而影响整个股市。殊不
知，次新股的震荡，是积极的、
主动的震荡，是有利于广大投
资者、有利于股市健康有序发
展、有利于减少股市投机行为

的震荡。正是这样的震荡，才能
把次新股的泡沫震消，让投资
者确立价值投资理念。否则，不
知有多少投资者会被炒作架空
在高股价上，上没有空间，下没
有梯子。如果对这样的监管也
要质疑和指责，那股市就真的
没有多少希望了。

事实上，就目前管理层对
市场的监管来看，力度和节奏
还是把握得比较好的，既没有
过猛，也有一定力度，既保持
一定压力，也能够掌握分寸，
而不是像有的人所言，对股市
产生了不利影响，造成了股市
下挫。相反，按照基本面状况，
目前的下挫更有可能是收紧
拳头，为了更有力地打出重
拳。可以肯定，一旦监管到位，
股市将呈现良好的上涨格局。

当然，管理层在强化监管过
程中，如果能够在方法、手段、形
式等方面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更加讲究艺术，可能效果会更
好，可能产生的质疑等也会减
少。比如对高送转的监管，不把
送多少转多少作为监管标的，而
是看企业有没有通过这样的方

式进行利益输送、利益转移，防
止企业一边推出高送转方案，一
边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减持
创造条件，那么，监管就更具针
对性，对市场的影响也就要小得
多。再如炒作和投机问题，不要
总局限于查案子，而要把重点放
在完善制度、制定规则等方面，
让监管更加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就可以大大减少监管过程中
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如在监管过
程中先从自身入手，率先对管理
层存在的违法违纪和贪污腐败
问题进行清查、治理，也会让舆
论和公众更好接受各种监管措
施，更加认可管理层的行为。

从总体上讲，监管影响股
市的论调是错误的，其与前两
年出现的反腐影响经济的论调
如出一辙。其实，正如铁腕反腐
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一样，强
化股市监管早已是当务之急。
只有股市进行大力度、大强度
的监管，对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进行严厉查处与规范，才能让
问题多多的股市走上健康发展
之路。对这样的正确之举，有什
么理由质疑和反对呢？

本报评论员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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