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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假货货““下下乡乡””，，监监管管薄薄弱弱是是根根本本

《假冒伪劣商品纷纷“下乡”》
一稿报道，3 . 15在即 ,商品的质量
再度引起市民的高度重视。而近
日 ,有市民反映 ,一些“山寨”商品
却堂而皇之地落户农村小商铺。
(《齐鲁晚报》3月14日报道)

年年3 . 15，主题各不同，但是
假冒伪劣偏爱农村，却是老生常
谈，这几乎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社
会焦点问题。对此，各方分析后，
达成的共识是，农村消费者辨别
能力差、消费水平低、维权意识不

强,甚至有点图便宜“知假买假”。
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农村监管
薄弱却是最根本的问题。

说到监管薄弱，监管部门也
是大倒苦水，报道中提到，相关单
位表示 ,因为农村市场分布范围
广 ,经营户非常散乱 ,碰到流动性
强的集贸市场更难确定监管目
标 ,这样一来要想在农村设置全
面的监管模式 ,就需要投入更多
的人力物力 ,消耗更多时间 ,的确
很有难度。

加强农村市场监管，所要投
入的成本的确很高，但这些成本与
广大农村市场秩序乃至农民生命
财产安全来说，似乎也算不得什
么，我想这个账谁都能算得明白，
难道就为节约所谓的监管成本，就
对农村市场假冒伪劣坐视不管吗？

其实监管成本固然是一个方
面，但却不是最重要的方面，笔者
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监管歧视。
相关职能部门对城市的监管可谓
严防死守，这固然缘于执法成本较

低，但也与城市市民勇于监督所形
成的“倒逼”不无干系，而农村村民
即使深受假冒伪劣之害，也很少对
监管部门问责，于是“懒得去管”就
成了必然。

再说了，考虑成本增加、利润
少等因素，正规厂商对农村市场不
屑一顾，即使守着城市大叫“生意
难做”，也不愿开辟农村市场，经营
歧视可见一斑。于是农村市场里的
商户，难以与正规厂家对接，只能
选择二道贩子或者批发商来进货，

给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农村流通市
场提供了机会。

总体说来，对于广大的农村消
费市场，正规厂商不愿去占领，假
冒伪劣自然就“大举进攻”，职能部
门监管不力，不法厂商就“偷着
乐”。因此，破解之道，就在于，消
除歧视，健全农村现代流通网络，
搞连锁经营，让更多优质的商品
通过正规渠道进入到农村。加大
农村监管投入，建立完善的监管
体系和网络。

葛有话枣说

冯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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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是高速信息时代，干
什么事都要讲究个速度，在银行服
务窗口排队，等候办理业务也都想
尽快办完，谁都不想在那里长时间
等待。目前在相当多的银行服务大
厅里，排队等待办业务时间长是常
事，人多，等待也是人之常情，但
是，相当多的服务大厅里不讲究先
来后到，让广大群众实在无法理
解，心里不舒服。

在一个银行营业大厅里，来办
理存取款业务的顾客真不少，大家
依次从叫号机里打出排队的号码，
坐在椅子上等待窗口叫号。这时进
来几位，从叫号机里打出号来的顾
客，他们刚坐下，服务窗口上面的
滚动屏就喊他们的号去窗口办理
业务，而在他们之前来到，已经等
待很长时间的几位顾客，却还没有
办理业务，让人心里不是个味。一
打听才得知，刚进门的那几位是
VIP，有优先权，随到随办，有市民
就说了服务窗口咋还“嫌贫爱富”
呢？

对此，服务大厅经理解释说，
银行都是这么办的，我们也不例
外。银行作为企业，推出VIP业务，
无可厚非，毕竟大客户可以带来丰
厚的收益，但这却并不能成为银行
让VIP能够从排队人群中随意“加
塞”的理由。都是这么办的就合适
吗？就合理吗？

笔者认为银行这样的公共机
构应该是平等的，排队就是要有先
来后到，存一百万和存一百块都是
一样的。要想让大家都满意，就应
当依次排队，银行可以专门设立一
个窗口来服务它的贵宾和VIP，但
不能让这些VIP直接插在排了老半
天队伍的普通客户前面。再者，从
企业经营角度上讲，如果企业不能
一视同仁地对待顾客，那么只能给
顾客造成“势力眼”的印象，这自然
会影响到企业的市场形象，进而会
丢掉赖以生存的市场。

（戴忠群）

银行提供VIP服务

莫让普通储户埋单

打打击击网网络络谣谣言言，，要要来来点点““硬硬””的的
徐剑锋

3月 4日，为增QQ空间人
气，一男子发布谣言引发部分网
民恐慌。后经查实，这条消息是
人为杜撰，8日，发布消息者魏某
被警方行政拘留。(《齐鲁晚报》3

月12日报道)

一则不真实的信息，竟会
引发网友如此关注和恐慌，足
见网络的大威力。幸好公安部
门及时辟谣并抓获造谣者，不
然还将继续以讹传讹、误导公
众，产生的后果不堪设想。

在网络时代，每个公民都
可以成为一座通讯社，但拥有

网络“话语权”需有一条“底
线”，既不能逾越道德范畴，更
不能超越法律界线。必须看到
的是，一些网民在发布信息、
评论是非、表达情感时，为了
让更多的人关注自己或博得
眼球，要么在网上胡言乱语，
要么恶意攻击对方，还有的任
意发布一些不实的言论，再加
上不明真相者的跟帖、转帖，

“蝴蝶效应”呈现“连锁反应”，
一时间网络上真真假假泛滥、
语言暴力沉渣泛起，既让网友
们很迷惑、无所适从，也让整

个社会很受伤、太无奈。
让网络“好声音”不绝于

耳，关键要消除网络信息传播
的“负能量”。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方面网友要讲“网德”、重“口
德”，严格自律；另一方面网管
部门应严格细致地负起监管职
责，不让假消息、“坏声音”随意
扩散。尤其是对利用网络造谣
传谣者，公安部门切不可姑息
迁就，也不能一味纵容，必须来
点“硬”的，追责严惩到底。

再者，“谣言最怕遇到真
相”。一些谣言、不实传闻之所

以会有市场，网民之所以会焦
灼无助，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
的不对称、不透明。尤其是在
突发事件到来之时，“大道消
息”通畅无阻，“小道消息”才
会销声匿迹。由此而言，政府
职能部门不仅要关注现实社
会发展，也要关注网络世界，
及时准确地回应网民关注，澄
清事实、击破流言，让正面的

“好声音”占据主导位置。如此
做到位了，再加上网民时刻保
持理智和清醒，谣言也就不攻
自破了！

媒体报道，消费者期盼已久
的网购“后悔权”将得到法律的
保障。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除特殊
商品外，网购商品在到货之日起
7日内无理由退换货。除了天猫、
京东、苏宁易购B2C电商平台之
外，该规定同样适用于淘宝等
C2C电商平台。

近年来，网购业迅猛发展，
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我
国网购规模为1 . 85万亿元，增长
超过40%。在此背景下，新版《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除定做、
鲜活易腐等几种情况外，网购商

品可七日内无理由退货。这些规
定，意味着七天无理由退换已经
从网购平台的自律准则上升为
具有法律效力的消费法规。对消
费者权益保护的空白，可谓"打
上补丁"；对已制订20年的法律，
可谓“系统升级”。

如今，虽然“网购七天无理
由退货”的政策实施已经落地，
而在此前，不少大型电商平台也
率先实行，但从实践来看具体的
方式和效果却并非如想象中“如
意”。比如规定“退货的商品应当
完好”，什么叫“完好”，商家与消
费者各自理解不同，难免产生新

的纠纷；再比如“7日无理由退
货”，如何界定7天的有效期，以
及物流延迟、退货过程发生商品
损坏如何认定等，均有待进一步
明确。这一系列的问题还需要在
今后政策的实施中不断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在日常商品
交易中，消费者与商家的信息是
严重不对称的，消费者明显处于
弱势地位。有了后悔权，并不意
味着消费者就能够与商家“和平
共处”。特别是当发生消费纠纷
时，个体维权势单力薄，面对强
势的生产企业或商家，往往会陷
于“有理说不清”的的尴尬困境，

屡屡维权无果，甚至“赔了夫人
又折兵”。

因此，“消费者后悔权”虽是
商家的紧箍咒，但在消费者弱势
的普遍语境下，更需要相关部门
和消协等社会组织的“撑腰”。有
必要建立独立的消费者后悔权
仲裁机制，在现有的消费者协会
体系的基础上，组建独立的“消
费者后悔权仲裁庭”，针对消费
者后悔权纠纷的特点，设立一套
专门的仲裁规则，明确后悔权纠
纷仲裁制度的具体办法，用制度
加维权真正使“消费者后悔权”
从纸面落到实处。

““七七天天后后悔悔权权””还还需需消消协协““撑撑腰腰””
何旭

看到滕州市财政局建设
新型财政《“花钱必问效 无
效必问责”》(《齐鲁晚报》3月13

日报道 )，笔者首先为滕州市
财政局的这个新举措感到新
奇。毕竟，在此之前，类似的政
策和做法大家恐怕很难听说；
其次，作为“管家婆”，他们能
够真正沉下心来，从实际出
发，制定并拿出既约束自己，
又监管、督促其他部门与单位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形成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
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实在难能
可贵。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财
政“大臣”们受所谓“传统惯
性”影响，钱花了不少，效益却
不是看不到，就是收效甚微，
或者赔本赚吆喝。有的地方则
更加“离奇”，管钱的不敢、也
不能把好使用关。结果，无论

是上项目，还是搞“联营”，被
骗的血本无归、被“忽悠”的找
不着北的事情都不少。

财政局是个大家庭，全市
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所有
花销都要由它进行“可行性”
支出。在这个过程中，财政部
门的“宽进严出”至关重要，这
才是“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
责”的关键所在。

有了好的政策，还只是

“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而
要彻底打破旧观念，让政策变
成 牢 不 可 破 的 规 矩 ，让“ 问
效”、“问责”发挥作用，上级应
该支持财政部门打好第一枪，
把握准确方向，击中“三公”开
支和乱投资、乱开发、乱改造
这几个要害的“靶心”，正所谓
只要堵住了群众意见最大的
关键点，其他工作就容易开展
并落到实处。 （孙世华）

““问问效效””、、““问问责责””必必须须一一抓抓到到底底

葛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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