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关济南某加油站的
一段视频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视
频拍摄者声称，自己在该加油站
加油约40升，最后感觉少加了7
升，并且现场用两个1升量杯做
了测试，视频画面显示有很大误
差。

在汽车时代，一个加油站足
以影响千家万户。这个视频在网
络上被迅速传播也证明了，消费
者对加油站能否诚信经营是非
常在意的。质监部门在监控到该
视频之后，立即组成联合执法检
查组，进行突击检查。技术人员
使用专用设备检定，结果是误差
在国家规定范围之内，加油机铅
封完整，未发现作弊现象。至此，

“加油站少加油”的剧情似乎要
出现反转，但是从网络跟帖评论
看，很多人并没有因此打消疑
虑。事情的症结在于，当前的质
监机制和程序还不能很好地满
足群众的需求，检测结果如果不
能取信于民，就很难守护好诚实

守信的市场环境。
消费者与加油站之间之所

以发生这起矛盾，究其根源，双
方最初都有不当或不周之处。面
对消费者的质疑，加油站工作人
员没能及时给予合理的解释，冷
漠的态度反而加重了消费者的
怀疑，而消费者在尚无权威定论
时就先借助网络施加舆情压力，
很可能造成严重误伤。之前就有
媒体报道过，有关加油站的投诉
绝大多数都是误会，因为汽车油
箱容量、仪表盘显示油量并非标
准的计量结果，很多消费者凭感
觉判断有无问题并不可靠。视频
拍摄者用1升的量杯来检测加油
机，结果自然不具有说服力，因
为加油机自身的设计局限性决
定了在很小流量的情况下确实
容易出现较大误差。专业的检测
程序是，反复抽取固定量的油，
比如100升，然后根据相关数据
取平均值。

现场视频其实更真实地反

映了消费者与商家之间脆弱的
信任感。这些年，加油机有“猫
腻”的传言总会时不时地来一
波。或许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

“误会”，但是不守诚信的经营只
要发生一起就会给消费者留下
深刻记忆。而一些加油站工作人
员面对消费者的习惯性质疑，也
渐渐有了习惯性冷漠。维护市场
秩序，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其行为
进行监督管理是政府的职责所
在。当个别消费者对加油站的经
营行为极不信任，并且由此引发
的舆情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市场
秩序时，质监部门及时出手做权
威的检测，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消费者难以打消的疑
问在于，如果加油站可以随时作
弊，也应该可以随时不作弊。面
对汹涌舆情和兴师动众的质量
检测行动，哪个加油站会傻到在
摄像机前现场作弊。虽然现有的
检测程序很专业，但是能否真正
避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

在有没有不动铅封依旧可以作
弊的手段。这些担忧在网络跟帖
中是普遍存在的。质检结果要真
正取信于民，不能不直面以上几
个疑问。

当加油机成为越来越“敏
感”的设备，当加油站成了相互
提防的经营场所，单纯的事后抽
检一定会凸显监管的乏力。要满
足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质监
部门应当及时完善机制和程序，
进行更科学和更动态监督，让经
营者不敢作弊，让消费者确信监
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需要
随身带个量杯以备不时之需。这
个要求可能一时难以满足，但是
质监部门应该为此目的创新突
破，多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
手段开展工作。“把群众的小事
当做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
心的事情做起。”加油站的这个
事可能是一场“误会”，但是这事
说小也不小，值得有关部门下大
力气去研究。

直面疑问，让监管为消费信心“加油”

“加油站少加油”的剧情似
乎要出现反转，但是从网络跟
帖评论看，很多人并没有因此
打消疑虑。事情的症结在于，当
前的质监机制和程序还不能很
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检测结
果如果不能取信于民，就很难
守护好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问责到人，填平“萝卜招聘”这个坑

□毛建国

继公务员考录、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考试建立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制度之后，人社部又推
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
规行为处理规定》。《规定》指
出，对于招聘单位擅自组织公
开招聘的、设置与岗位无关的
指向性或者限制性条件的、招
聘公告发布后擅自变更招聘程
序、岗位条件、招聘人数、考试
考察方式等“因人画像”“萝卜
招聘”行为，责令限期改正，直
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近年来，类似“因人画像”
“萝卜招聘”事件时有发生。媒
体曾经报道，湖南武冈卫生系
统免试招录，不少领导的直系

亲属既无医学教育背景,又不具
备调入资格,却被公然录取；湖
北省利川市人社局招聘，面试
结果前两名均是人社局及其下
属单位干部的子女……这只是
冰山一角，埋在地里的“萝卜”
可能超乎想象。

虽然这些年来报道的“萝
卜招聘”不少，但并没有证据表
明“萝卜招聘”是主流。从大数
据上讲，当前机关事业单位招
聘，总体上还是“过得硬”的，

“萝卜招聘”只是枝叶，不能因
此对选人用人机制失去信心。
也要看到，“萝卜招聘”破坏的
绝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剥夺的
不只是几个人的权利，危害的
不只是用人标准和用人导向，
更严重的是，这种“招聘”削弱
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美好向
往，侵蚀了社会主流价值观。

“萝卜招聘”不是“一个人
的战斗”，不是一个环节发生问
题。这也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制

度上的设计与防范。比如面试
环节，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例来
看，可谓“水很深”，问题重重。
社会对这个环节也有着丰富想
象，很多“老百姓”变成“老不
信”，正是因为对面试环节失去
了信心。如何对面试环节进行
制度改进，加大透明力度，防范
暗箱操作，早已成为当务之急。

还要看到，问责不力一直
是“萝卜招聘”的温床。这些年
来，媒体报道了不少“萝卜招
聘”的典型案例，很多问题也得
到了纠正，但总的来看，对责任
人的问责，在力度和广度上明
显不够，有的轻轻问责，有的根
本没有问责，有的只问责到个
别具体经办人员。每一起“萝卜
招聘”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不
可一世的“大萝卜”，有的是“一
把手”打了招呼，有的是“一把
手”直接操作。但在现实中，还
很少听到哪个部门的“一把手”
因为“萝卜招聘”而丢官降职受

惩处。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

次”。只有抓住发生的问题严肃
查处、追究责任，规定才能真正
严肃起来，责任才能压下去，不
会流于形式、陷入空谈。《规定》
明确，一旦发生“萝卜招聘”，不
仅要限期改正，而且要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问责
到人、问责到边。真正健全责任
机制，编好问责的“笼子”，抽好
问责的“鞭子”，才能确保“萝卜
招聘”药到病除。

随着各项制度的建立健
全，现在“萝卜招聘”的空间
越来越小了。但也不能盲目
乐观，必须看到这样的空间
依然存在。只有发生一起查
处一起，“拔出萝卜带出泥”，
不放过任何一个责任人，才
能形成威慑力，彻底清除“萝
卜招聘”这个社会公平正义
的毒瘤。

葛公民论坛

重名这么多，该给冷僻字松绑了

葛试说新语

货币收藏骗局

又把老人当韭菜割

“十全十美纪念钞大全套”，
是十张面值10元的港币，十张面
值10元的澳币，十张面值100元的
新台币，还有一张面值50元的

“建国50周年纪念钞”；仅值0 .5元
的千元印尼盾，竟然谎称值300
元；所谓的“错版币”，实为199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据新京报报道，在北京大
望路SOHO现代城，一些打着
卖纪念币、钱币名号的文化公
司，通过免费领取纪念品的方
式，将老人哄到公司，再通过
推销让老人花费成千上万元，
购买一些价值低廉的纪念币
甚至正在流通的货币。

可以说，这些公司的套路
一点都不高明，甚至有些可
笑，但饶是如此，还是有不少
老人受骗。原因无他，这些公
司认准了：一些老人有钱，但
缺乏关于钱的知识。

这显然是违法的。本质
上，这是利用老年人辨别力低下
和市场信息匮乏，故意实施的欺
诈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对此，
必须开展相应的专项打击，摸
清、铲除相关产业链。

这些年来，老年人似乎成了
传销、直销、诈骗者们青睐的群
体。以他们为对象的诈骗行为，
时常见诸报端。鉴于这样的定点
式、有针对性的诈骗行为频发，
除了常规的依法打击，还需反
思：如何将老人的钱袋子更好地
在源头保护起来？

这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
子女对年迈的父母做更多的“再
教育”。看到这里，有些人或许要
吐槽了，这么明显的套路，随便
在网上一搜就戳破了，为什么还
有这么多人上当？要知道，这些
人是老人，他们大多不会或很少
上网。

此外，社区、银行等有关机
构部门，也可以组织一些关爱老
人的活动，深入老人群体，为其
讲解预防上当受骗的知识。总
之，让老人们“聪明”起来，自己
形成一道认知防线，类似的骗局
便不会轻易得逞。

（摘自《新京报》，作者与归）

□殷国安

近日，一篇“中国最常见名
字前50名”的文章依次排列了
中国重名最多的50个姓名，前
十名分别是张伟、王伟、王芳、
李伟、王秀英、李秀英、李娜、张
秀英、刘伟、张敏，其中夺冠的
张伟，全国竟然有290607人。

重姓名给社会管理带来的
问题是多方面的，如户籍管理、
银行储蓄等领域，都会因为重
姓名而产生矛盾。因为和犯罪
嫌疑人同名，结果被错列为网
上逃犯被错捕的情况，媒体上
常常读到；骗子利用与事主同
名的假身份证在银行行骗，银
行方面往往也难于防范。

重姓名的发生有着历史的
原因。据公安部门统计，中国目
前大约有4100个姓氏，位列前三
位的李、王、张分别占全国总人
口比例的7 . 4%、7 . 2%和6 . 8%。而

占中国总人口比例1%以上的姓
氏有18个，占人口比例0 .1%以上
的姓氏共129个，这129个姓氏的
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7%。随
着大姓人口越来越多，重名几
率也在增大。同时，由于很多家
庭在给孩子取名过程中受传
统取名因素的影响，一些寓意
美好的字成为很多人的共同
选择，导致重名率进一步增
加。而近年来孩子取名又流行
单名，更容易造成撞车。

如何防止和减少重姓名，
社会问题专家也进行研究，如
建议尽量少取单名，少用一些
大家都喜欢用的字，让名字具
有自己的特色。而公安部门一
些不合理的规定也不利于减
少姓名的重复。例如，公安部
门为了电脑打字方便，要求姓
名不要用冷僻字，这只能加剧
重姓名。

公民的姓名中使用冷僻
字，确实可能影响社会交流。使
用冷僻字名字的公民，常常让

人念不出、写不得，而在办理银
行卡、机票、社保、房产证等许
多场合，现行字库无法输出冷
僻字，而基层服务部门专门制
造也不可能，即使从技术上解
决，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不过，姓名使用冷僻字可
以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姓名
高度重复的弊端，减少因为多
人重名给社会管理带来的麻
烦。二是姓名使用冷僻字，对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积极意
义。这些冷僻字被挖出来赋予
生命，总比永远埋没、死亡好。
我们的文化使用的常用字不
断增加，对于文字的流传是有
好处的。反之，我们常用字越
来越少，也反映了文字的生命
力在萎缩。这里更有一个权利
问题。应该说，给自己或者孩子
取什么样的名字，是公民的权
利。政府不能因为管理上的困
难去限制公民的权利。

我觉得，既然姓名里使用
冷僻字有利有弊，我们就不能

一律提倡或者一律禁止，而应
该趋利避害，在利和害之间寻
找平衡点。在具体操作上，我们
的公民取名时，既要注意不能
太“常用”以免重名，又注意不
能太冷僻以防麻烦，这两种极
端情况都应该避免，而要取中
庸的态度，例如可以在新华字
典的范围内选取，而不要到康
熙字典里选取。

政府也要抓好两手，一是
倡导公民取名努力做到既不
过“热”又不过“冷”，制定一个
国家通用汉字字库供公民查
询，而不宜直接下令禁止。二
是积极扩大字库，解决冷僻字
的输入问题，努力做到不因冷
僻字影响公民的身份认证。如
此一来，公民取名用字限制在
一个区间之内，政府同时加快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如此两头
发力，可望缓解姓名中的冷僻
字之困。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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