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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出了名的“公投之国”。根据瑞士
宪法，公民只要在18个月内收集到10万个有
效签名，就可以要求对所创制的提案进行全
民公投，如果投票最终获得多数公民及多数
州的同时赞同，即可生效。

10万个签名大约占瑞士520万选民总人数
的2%。从上交签名直至进行全民投票往往需要

好几年的时间。实际上大部分国民动议最后并
未获通过。从1848年至今，瑞士已经办过570
多次全国性公投。瑞士人以“超乎世人想象”
的理性否决过许多听起来很诱人的动议，其中
包括2014年5月大比例否决了设定每月4000瑞
士法郎的最低工资线，如果当时这一动议通
过，瑞士将拥有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资线。

瑞士公投：就业与否都可领钱？
如果方案通过，瑞士将成为全球首个“超级福利国家”

瑞士定于 6月 5日
举行一项公投，以决定
是否每月向每名成年公
民发放将近2500美元。
如果公投通过该方案，
瑞士将成为全球首个全
民无论就业与否都可每
月领取收入的“超级福
利国家”。

集齐10万签名
政府已批准进行公投

根据该方案，瑞士每名成年公民无
论是否就业，每星期都可领取大约605美
元，相当于每月领取将近 2500美元；每
名儿童则可每星期领取大约142美元，相
当于每月领取约600美元。

这份方案已经集齐 10 万个签名支
持，按照瑞士法律可以进行公投。瑞士
联邦政府随即批准于 6月 5日就这份方案
举行公投。

据瑞士政府估算，如果方案获得通
过，瑞士每年将为此支出2080亿瑞郎（约
合 2034 亿美元）。其中， 1530 亿瑞郎
（1496亿美元）将直接来自税收，另外550
亿瑞郎（538亿美元）来自社会保险、社会
辅助支出等账户。

瑞士媒体介绍，这份方案由多名知
识分子联合提出，其中包括前政府发言
人、作家、说唱歌手等。这些发起者告
诉当地媒体，民调显示，即使今后每月
可以风雨无阻地领钱，大多数人也会继
续就业，“因此无需担心人们会失去就业
的动力”。然而，不少人担心这类预测未
必靠谱。根据瑞士民意测验研究所的一
项民调，大约三分之一调查对象表示，
他们担心“其他人会因此不再工作”。

瑞士 Tagesanzeiger.ch 网站的民调显
示，大约 49％调查对象表示将在公投中
对这份方案投赞成票，43％投反对票，
另外8％尚未拿定主意。

遭受质疑：羊毛出在羊身上

瑞士媒体称，这份方案一旦实施，将可
保证人人过上“适宜的”生活。

根据 Numbeo 在线数据库统计的瑞士 1
月物价情况，一打鸡蛋的平均售价为 5.32
瑞郎 （5.20 美元），1 公斤苹果为 3.54 瑞郎
（3.46 美元），1 升牛奶为 1.46 瑞郎 （1.43 美
元）。住房方面，市中心的住房售价为平均
每平方米 1.12 万瑞郎 （1.1 万美元），郊区
则 为 每 平 方 米 8230.49 瑞 郎 （8047.77 美
元）；市中心带一间卧室的公寓套房月租金
为 1558.01 瑞郎 （1523.41 美元），郊区租金

为 1197.94瑞郎 （1171.34美元）。
不少政党和政治团体对这份方案表示反

对，认为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危害。瑞士自由
党发言人丹尼尔·施托尔茨说，该方案“将
把整套制度撕成碎片”。

还有人质疑，瑞士政府每月向全民发
钱，归根结底都是来自民众缴纳的税款，可
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旦方案通过，可以
预见到瑞士民众将缴纳更多税款，才能每月
领钱，除了增加手续以及由此产生的手续
费，并无多大意义。 据新华社

背景
爱公投的瑞士人 多数情况下很冷静

成都23户业主众筹40万元

老旧小区被改成“星级酒店”
历时 3个月，成都市大安西路上河新城

小区 15 栋 （共 23 户） 业主众筹 40 万元左
右，把20年的老旧小区改造得如同“星级酒
店”。1月 31日，改造计划正式竣工。泥巴
路面变为石砖铺路，新石桥上小狮子憨态可
掬，进门安防防盗大门气派不凡，楼里三盏
水晶吊灯配合着实木家具富丽堂皇。

从抬头碰电线到酒店级内饰

“不用说，你直接进去看，好漂亮!”1
月 31日上午 10时许，记者刚进小区，就被
业主拉着往门里走。路面是新铺的石砖地
面，小区道路与 15栋之间用一座石桥相连，
桥下水塘中几尾鱼游玩嬉戏。

原本老旧失修的楼下防盗门换成了崭新
大气的防盗门，增设了安防系统。进门后，
3盏水晶吊灯亮闪闪，楼下还有套实木家具
供业主休息。墙上不仅全贴了新瓷砖，而且
随处可见字画。有的业主甚至自己增设了更
多设施：把原本的普通防盗门换成高档防盗
门，把楼道间吸顶灯换成水晶吊灯。

据了解，该小区建于 1996 年，业主在

1999年前后搬入新楼。但随着时光流逝，房
子的问题的也越来越多。6楼业主向先生列
举说，“第一，进户有大量裸露悬挂电线，

是安全隐患。第二，小区楼下防盗门年久失
修，有盗窃风险。第三，进门前烂泥巴路，
一到下雨天都是水洼，业主有摔伤风险。”
这些，成为了业主们自发改造的初衷。

装修结束 公布花费明细

向先生介绍，施工一开始，每户居民
垫钱 9000 元，中后期又加了 5000 元。“中
间没有闹过信任危机，大家都晓得那点钱
不够。等到所有工程结束，肯定会向业主
提供花费明细。”向先生透露，业主找来
装修公司装修弄整体。但大门、家具、铁
花、小鱼、树木都是业主自己花钱淘来
的，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光是买材
料，我就跑了 5 趟，有时候我守上午，下
午就是其他业主守装修。总之一句话，辛
苦 3个月，享受一辈子。”

“这次改造，附近楼栋的一些业主也经
常来看，都觉得弄得好，也想弄但没人牵
头。”向先生不无骄傲地说，对于大家而
言，这次改造还让邻居间距离近了些。

据《成都商报》

图为楼道大门。

社会万象

1月 31日，民警在杭瑞高速公路赣鄂界
（瑞昌段） 执勤时，发现一辆车辆没有挡风
玻璃，只是蒙了一层塑料膜，随即民警将其
拦下进行检查。经过检查，民警发现该车车
头和右侧损坏严重，车头挡风玻璃，副驾驶
座玻璃完全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一张塑料
膜。

据驾驶员吴师傅介绍，车辆行驶至宁都
境内时，由于路滑车辆发生侧翻，导致车的
前头位置破损严重，挡风玻璃和驾驶室门玻
璃都被撞碎了，但想着年底了，着急回家过
年，就想出了这个用塑料膜替代挡风玻璃的
办法，想将车开回家修理。

民警告知了其行为的危害行，勒令其就
近驶离高速，找修理厂修好后再上路行驶。

据中国青年网

挡风玻璃破碎

货车蒙塑料膜上高速

要求乘客系安全带

女乘务员被打住院

“要求系安全带不仅是出于对乘客安全
考虑，也是客运站的要求，否则我们就会
被罚款，谁知道乘客不但不理解还动手打
人。”近日，陕西一女乘务员因要求乘客系
安全带被打，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王女士是陕西兴平到西安 （高速） 大巴
车的乘务员。近日，王女士所在车辆准备
从城西客运站出发前往兴平。大巴车出站
前，王女士像往常一样嘱咐乘客系好安全
带，并逐一检查。王女士发现一名男乘客
没有系，就让他把安全带系上，可对方表
示不愿意。

王女士告诉对方这是客运站的要求，如
果有乘客没系安全带，就会处罚相关车辆
200元。可对方仍然不肯系。随后，王女士
对这名乘客说，如果你不系安全带就交 200
元罚款，双方因此发生口角，矛盾升级，
该男乘客一怒之下打了王女士一拳，王女
士被打倒在地，该乘客则趁机下车离开现
场。

事发后，王女士被同事送到附近医院治
疗，由于被那名男乘客一拳打在眼睛上，
王女士右眼挫裂伤，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
疗。目前，公安莲湖分局枣园派出所已经
介入调查此事。

对此，王女士所在车队负责人魏先生表
示，据乘务员反映，经常有乘客对必须要
系安全带的要求表示不理解，但他没想到
会有乘客因此殴打乘务员。他呼吁广大乘
客理解乘务员的工作，毕竟系安全带也是
对乘客自身负责。

据《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