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火车不买票或者使用假冒证件乘车，
以后可不仅仅是补齐票款就完事了，还可能
会面临更多“麻烦”。近日，江西省信用中
心网站发布了首个铁路不诚信旅客黑名单，
一乘客使用伪造证件乘车被查，不良记录可
能会影响其银行贷款、个人评优等。（《新
京报》）

事件回放

如果为贪图一时的小便宜，做一些违法
违纪的事情，到最后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唐耀
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需要每一个人的

诚信实践，也需要正确的舆论氛围去引导，
更有赖于相关部门毫不留情的“铁腕政
策”，因此，将持假证乘车失信行为纳入社
会失信记录，予以联合惩戒非常有必要。

——朱丹
实施不诚信旅客“黑名单”还需慎行，避免

一次违规多方面受株连，或耽误终生信用。毕
竟现在个人征信系统还比较简陋，相关法规也
不够完善，可以渐进推行，或缩短有效期，旨在
警示公众，促进重视信用的人继续保持信用，
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破窗效益。

——付彪

议论纷纷

持假证坐火车

近日，安徽省池州
市杏花村文化旅游区正
在如火如荼开展稻草艺
术节。而同样在打造

“杏花村”品牌的，还
有山西汾阳、湖北麻城
等 多 地 。 (《法 制 日
报》)

究竟“牧童遥指”
的杏花村在何处？各地
的口水战一直没有停
歇 ， 至 今 难 分 “ 胜
负”。因名人故里、历
史名胜引发的争夺战，
不仅跨省上演，即便是
省内“兄弟”市县，也
红着脸要求“明算账”。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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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对国考“最热岗位”过度解读

用消字笔写借条
法律应严惩

□李志朋

10月 24日下午6时，2017国家公务员
考试报名结束。截至 10月 23 日的数据显
示，报名过审人数已超百万大关。本次国
考报名的“最热岗位”已基本锁定为民盟
中央的一个职位，竞争比近“八千选一”，
不过，目前仍有300余个职位“零报考”。
（中新网）

貌似存在着某种情愫，或是潜藏着某种
原因，每逢国家公务员招考和各地方公务员
招考，都会引起舆论界和评论界的沸腾，一
些媒体的“独家解读”、专家的“独到见解”
等充斥在我们的耳边和眼前，今年亦是如
此。而作为整个招考过程中的“最热岗位”，
无疑更是这些媒体和专家们的偏爱选择。笔
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是每个
人也有强烈支持或不敢苟同的选择，谁都不
愿意被舆论绑架，也不愿意被别人的观点所

左右。“最热岗位”得到更多的关注这是十分
正常的，而它的出现也是不反常的，所以我
真心觉得我们没必要对其大惊小怪。

今年，从单个职位的报名情况来看，本
次国考报名竞争最激烈的职位基本可以锁定
为民盟中央办公厅的“接待处主任科员及以
下”职位，该职位的介绍为“从事机关公务
接待的服务工作，机关会议和活动的筹备工
作”，截至10月23日16时30分，这一仅计划
招录 1 人的职位，报名过审人数已有 7727
人，竞争程度即将达到“八千选一”，遥遥领
先于“最热榜”排名第二的岗位（1261:1）。

“八千选一”，确实吊足了公众的胃口，
试图出名也好，混淆视听也罢，有些媒体、
有些人就开始发表所谓的国考扭曲、报名盲
目等言论，甚至传达不利于国家政治体制、
队伍建设等的观点，让本来“没什么”变成
了“很严重”。在笔者看来，对于国考“最热
岗位”，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更不能过度解
读，大惊小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过度解读

是居心不良的表现，对于任何人、任何事，
我们时刻都不能忘了理性。

商场里的衣服琳琅满目，但是也许有成
百上千的人会选择同一款；市场上的车子五
花八门，但是也许有成百上千的人会选择同
一辆；国考中的职位存在多个，但是也许有
成百上千的人会选择同一个。这或许算不上
是真理，但也称得上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规
律，每个职位都有每个职位的要求，每个考
生也都有每个考生的条件，所以出现“扎堆
儿”根本没啥稀奇的，没必要刻意去比较、
肆意去猜测。

总之，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
选择就意味着某种偶然，而集中选择也不过
是更多偶然的相加，从而形成某种程度上的
必然。所以，“最热岗位”只是偶然性加必然
性的结果而已，而对于我们而言，千万别急
着对其大惊小怪，甚至是妄加议论和拔高，
因为这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更是对国考、
对他人的不负责。

□史洪举

借钱立字据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双方立好借据后，不到一小时，借
据上的字迹竟然完全消失，11万元的
借条转眼成了白纸。浙江绍兴的阮先生
没想到，自己会遇到这么离奇的事情。
法院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将字迹还原，
借款人立字据时可能使用了消字笔。
(《钱江晚报》)

用消字笔书写借条，无疑是对法律
和诚信的无视。这样的新闻直接冲击着
人们的容忍底线。欠债还钱，天经地
义。可一想到，借出去的真金白银可能
因债务人居心不良，用消字笔书写借条
而讨债无门，就令人不寒而栗。所以，
为维护交易安全，有必要依法严惩此类
严重失信甚至诈骗的行为，让其认识到
无视诚信的沉重代价。

借条或欠条是债权债务关系中最关
键的证据，直接关乎债权人能否顺利要
回借款。此事件中，要是债权人阮先生
没有足够的警惕，未及时发现借条的异
常并找熟人作证且复印了原始借据，那
么这 11 万元借款很可能有去无回。要
知道，在凡事讲究证据的时代，没有任
何字迹且无旁证的借条，将直接导致债
权人诉讼无门，既无法提起民事诉讼，
也很难追究诈骗者的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件中，阮先生
报警后，公安部门以属于经济纠纷为由
不予立案。阮先生只得提起民事诉讼，
诉讼过程中，经过鉴定还原了借条字
迹。此后，才以债务人茹某涉嫌诈骗将
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应该说，这是一堂
警示课。一方面，它提醒人们，凡是涉
及财物必须多加小心。尤其是，要重视
字据的保存。另一方面，阮先生的遭遇
也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虽然说，在
正常的社会交往中，防人之心不可无，
但要提高到防范交往对象持消字笔书写
借条的程度，那也未免让人犯难了，有
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种过高的诚信
成本，需要靠制度完善来降低。

□王军荣

近日，上海某公司推出的一款名为“狗
屎糕”的产品引来不少质疑，该产品外包装
上印有“上海特产”的标识。一些上海本地
人称“上海特产中根本不存在‘狗屎糕’”。
对此，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局工作人员
称，“狗屎糕”是否为上海特产尚难界定。
（《北京青年报》）

何谓特产？是指某地特有的或特别著
名的产品，有文化内涵或历史，亦指只有在
某地才生产的一种产品。“狗屎糕”既然成

“上海特产”，该是上海特有的或是上海著名
的产品，可对于“狗屎糕”，上海人既不认识
也不认可。而“上海话词典里找不到‘狗屎’
的叫法，上海人只有‘狗污’的说法；上海话
也没有什么‘狗屎运’的说法”。显然，“狗屎
糕”是冒牌的上海特产，可为难的是，这竟然
难以界定。上海如此，其他地方恐怕也有不
少冒牌的特产，这如何解决？

一边是“狗屎糕”以“上海特产”的名义
卖得欢；一边却是一些上海本地人对厂家宣
称的“上海特产”身份表示怀疑。而一般情
况下，外地游客到上海，往往要带一些上海

特产回去，而“狗屎糕”既然标明是“上海特
产”，恐怕也是要购买一些的。

据介绍，“某某特产”并不是一个法律
上的概念，也并没有明确定义。因此，“上
海特产”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范或释
义，自然也难以界定“狗屎糕”是否违反
相关标识标签规定，能够追查的只限于质
量方面或是包装上是否有编造虚假的商品
原产地等，而对于标有“上海特产”的真
伪却无能为力。

看起来，很有必要对“特产”作一个法律
意义上的界定，而上海的相关部门，也应该
对上海的特产进行统一公示，向公众讲清楚
哪些产品才算真正的上海特产，除此之外，
都该是冒牌的，这样有助于外地游客认准上
海特产。其他地方也该如此，不要让冒牌的

“特产”毁掉整个特产品牌。
“狗屎糕成上海特产”拷问特产认定机

制的缺失，出台特产认定机制应该不难吧。
只要职能部门牵头出台标准，由行业协会完
成实施，再向公众公布即可。同时，要建立
退出机制，对于不符合标准的“特产”令其退
出特产队伍。特产也是一个地方的品牌，特
产认定机制的缺失也是品牌意识的缺失，应
该尽快补上这一课。

地方特产亟待认定机制

陕西咸阳一位七旬老人，在延安大学
咸阳医院经历6小时的抢救苏醒后，用颤
抖的双手在纸上写下了“护士没吃饭”五
个字，患者家属随后为护士买来了食品。
10月22日至23日，《一则抢救苏醒后七旬
老人颤抖写下五个字，温暖了医务工作者
内心的严冬》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
议，众多网友被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相
互理解所感动。（《新文化报》）

点评：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尊重，感动
自然也会多一些。

近日，成都市民刘先生反映，长顺上
街从斌升街路口到桂花巷路口，短短100
米的距离内有两个近乎直角的弯道，弯道
所在地面均划了白色单实线。记者实地调
查发现，不少车辆为了减少转弯幅度，经
过这里时，都采取切角过弯压线的方式行
驶，3分钟内就有28辆机动车压线行驶。
（人民网）

点评：设计有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