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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典礼莫成秀场

治理银行乱收费要下猛药

他叫李主权，今年 65 岁，广西博白
人，15年前来到桂林当了保安。有人称他
“破烂王”，因为15来他下班或其他休息时
间就常去垃圾堆、废品站和田地里捡破
烂。但他却利用这些废旧垃圾，造出了
1200多件音乐神器。（中新网）

【点评】
@茹果如果：有爱好，肯追求，就是一

位幸福的人。
@猫大爷：这是一种对音乐最真挚的热

爱。

近日，因连降暴雨湖北新寨村被淹，
40多户居民被困，当地消防赶来救援。救
一名3岁孩子时，消防员刘晓鹏只能一手举
孩子一手拽绳挪。多次差点被冲走，他仍
咬牙把孩子带回，“我不能放弃一个人！”
（央视新闻）

【点评】
@我叫萱萱：消防员真的贡献很大，做

的很多。
@sky：给他们点赞太微不足道，只能深

深的致敬！

6 月 30日，广西省容县县底镇金村路
段，一辆小车因失控侧翻到左边路旁，由
于路上没有行人，所以无人伤亡。但事故
发生后，从车上下来的两人非常乐观，第
一时间并未报警或者查看车辆，而是走到
车前拍照留念。（腾讯网）

【点评】
@冰山一角：乐观的人有很多，但像这

样乐观的人比较少见。
@谭菜根：车祸都无法阻止拍照发朋友

圈。打击微商传销
得补法律漏洞

□魏英杰

又到一年毕业季。或是借助互联网的传
播，原本乏味无趣的高校毕业典礼，如今成
为比拼演讲技巧、展示各校风采的大舞台。
许多高校铆足了劲，别出心裁，想方设法出
风头、攒人品，为学校招生扩大影响。

安庆师范大学近日举行的毕业典礼，却
变成了道歉会。校长闵永新在致辞中主动承
认图书馆座位少、住宿条件差、食堂饭菜凉
等经常被学生在网上吐槽的问题。更令人意
外的是，校长停下致辞，走到台前，面向在
场的毕业生，弯腰鞠躬道歉。校长此举令在
场不少学生既意外又感动。

校长这么做诚意可嘉。但他把日常管理中
的问题拿到毕业典礼上讲，或表明两件事：

其一，平时校长与学生直接交流的场合
不多，或者学生很少有直接向校长反映情况
的机会。校长平时若能经常与学生交流，定
期走进学生宿舍听取各种意见，这些问题照

理早该被发现与解决，而不会成为毕业典礼
上的心事。如今借助网络平台或学校网站，
学生的意见固然可以及时表达，但学生与校
领导见面的机会或许并不多，这样的话，很
多事情虽然早有曝光，却可能被淹没在网络
口水里。

其二，校长自曝的这些问题直至今日都
未获圆满解决。很简单，如果问题早已解
决，校长何必在依依惜别的场合上煞风景。
这位校长也坦言，这些问题“没做到让学生
满意，所以有所愧疚”。不无尴尬的是，这
边校长刚道完歉，没过两天，由于持续下
雨，该校又出现阳台下水管道堵塞，宿舍水
流倒灌等问题。这就像是对校长道歉之举的
回应——与其台上表态，不如台下落实。

无意批评这位校长作秀，毕竟他还能坦
诚地面对这些问题。实际上，类似问题在其
他一些高校也难免存在，但许多校领导在毕
业典礼上不会去谈这种破坏气氛的话题。他
们或者像复读机一样一再回顾学校光荣史，

或者刻意迎合学生趣味，唱唱流行歌曲，谈
谈人生和理想，大家好聚好散，来日再见已
是校友。反正毕业后，这些细节问题要么被
人遗忘，要么成为人生记忆中的一部分，恐
怕没有多少人在意。

特别是，现在似乎有一股风气，毕业典
礼上致辞的校领导都喜欢背点网络段子，模
仿学生爆几句口头禅，似乎唯如此方能与学
生打成一片。这种夸夸其谈骗点赞的做法，
看着其实挺累的。一味迎合时髦，说些与自
己年龄身份既不相称又不得体的网络段子，
何尝不是在回避充满骨感的现实？这么做，
对改善学校教育环境与管理服务未必有什么
好处。

一批毕业生走了，一批新生即将到来。
在辞旧迎新阶段，学校更应该做的是，好好
总结教学与管理利弊，健全学校制度，整改
存在问题。临别少作秀，平时多做事，这样
学校才能不断提高进步，让莘莘学子潜心向
学而无后顾之忧。

□盛会

工商总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工
商、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做好查处网络传
销工作。近年来，网络传销违法活动日益
突出，打着所谓“微商”“电商”“多层分
销”“消费投资”“爱心互助”等名义从事
传销活动屡见不鲜。与传统传销相比更具
隐蔽性、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严重损害
人民群众利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新
华社）

微信营销本质上乃交情营销、熟人营
销。这种模式，以亲朋好友为推销对象，
以个人信用和情感纽带为说服资本，的确
可算是精准营销的经典范例。只不过，一
旦传销网络渗透其中，也就不可避免造成
更大危害……可以说，微商走对了路可能
是草根的致富机会，走偏了可能就成了变
相的非法传销。现实当中，微商传销带来
的社会危害十分严重，既扰乱了市场秩
序、侵犯被骗者的财产利益，还阻碍了微
商的健康良性发展，有的还往往伴随着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
的化妆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侵蚀社会信用
基础，应当严厉禁止。

打击微商传销，靠消费者自身当然不
行，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要切实负起责
任，加强自律和内部的监管，营造良好的
微信生态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微商传
销乱象的产生，跟相应的法律制度缺位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有鉴于此，打击微商传销必须首先补
上法律漏洞。在互联网时代下，禁止传销
的条例制度要与时俱进，有关方面应加快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微商传销”填
补制度空白，完善监管机制，畅通维权渠
道，将微商营销行为纳入到法治的框架
中。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微商
传销的预警、防范和行政监管，并依法追
究违法犯罪者的法律责任。总之，不管是
电商、微商，还是传统的实体商，变的只
是交易的平台，实质永远不会变，即为商
之道。在“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双重背景下，微商大有可为，但前提
必须是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只有多管齐
下，在自律的同时加强监管，规范治理微
商营销，进一步在微商中凝聚法治正能
量，消费者才会对微商重拾信赖，微商才
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宋晓东

发改委近日公布《商业银行收费行为
执法指南》，明确认定商业银行多种收费行
为违规，其中包括对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
继续收费的、在价目表外自立收费项目的
等。（7月4日《钱江晚报》）

银行收费乱象是沉疴宿疾，虽然近年
来监管部门多次重拳整治，但效果仍不尽
如人意。根治银行收费乱象，还要下猛药。

合规合理的收费和产品推销是银行业
务发展的需要，但乱收费和诱骗推销，不
仅直接增加消费者负担、侵犯消费者权
益，也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银行乱收费屡禁不绝，反映出缺乏足

够的市场竞争惯出的强势。企业想要获得
发展资金，多数情况只能向银行贷款；储
蓄、购买金融产品等仍然是百姓主要的金
融理财渠道；加之目前银行金融产品同质
化程度极高，民营银行刚刚进入常态化审
批，客户选择空间有限，因此很多客户对
乱收费只能吃哑巴亏。

银行收费乱象难禁，另一个主要原因
是有关禁令执行难。特别是银行收费相关
规定不完善、缺乏可执行性，也极大地削
弱了行业监管力度，给一些银行钻空子提
供了机会。此外，一些商业银行以业绩为
主的考核机制，也导致一些从业人员不惜
违规，误导甚至欺骗储户，牺牲客户权益
换取个人业绩。

根治银行乱收费顽疾，除了要强化行
业监管，还应进一步发挥储户的监督力
量。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建立健全银行业投
诉机制，让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客户在遭遇
违规收费时，有途径及时顺畅举报。此
外，还应发展更多的金融服务主体，提供
更多产品，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以市场之
手倒逼银行业规范经营。

银行收费乱象久治不愈，损害的不仅
是消费者利益，更是对银行业整体形象和
综合竞争力的伤害。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的背景下，银行业只有通过提升服务，赢
得客户好感，增强客户信任，才能真正得
到市场的认可。

□白靖利

某地七万人参加考试就有一万多人加
分、某省投资500万可降低一个分数段录
取、艺术类加分、体育类加分……中考刚
刚落下帷幕，不少地方的加分乱象已招致
舆论批评。（人民网）

在高考加分逐步“瘦身”、日益规范的
背景下，中考加分依旧臃肿，项目多、分
值高、范围广且缺乏公开透明，这显然有
悖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像清理高考加分
一样清理中考加分，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重
要一环，也是众多家长的深切愿望。

推行加分政策有其合理性、必要性，
但是名目繁多的加分，可能会催生暗箱操
作，产生新的不公平。

细细数来，许多地方的加分政策有不

少值得商榷。例如有的地方将投资额度与
子女加分多少挂钩，无疑是把中考变成新
的“拼爹”游戏。

五花八门的中考加分背后，是一些地
方部门的权力之手伸得太长。三好学生加
分由教育部门出台、体育类加分归体育局
管、少数民族加分由民委负责……看似分
工合理，实则政出多门、利益自定，破坏
了教育政策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在政策执
行上难免存在自由裁量的可能。

教育公平关乎社会公平，经不住任何
附加的“挂靠”。不能再任由中考加分肆意
膨胀下去，必须将其拉回符合教育发展规
律的轨道上来。从目前来看，清理中考加
分应先管住从各处伸来的权力之手，严肃
清理不合理、不合规的各类加分政策，广
泛听取家长意见，增加透明度并接受社会
监督，切实维护教育公平。

像清理高考加分一样清理中考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