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松林

近日，一篇关于存款变保险的文章引
发关注。文章称，一位农民2010年在当地
一家银行存入25万元，今年他爱人患病急
需用钱，却发现存款在6年前就被自动划
为分红型保险，账户里只剩1元。几经周
折后，这位农民最终得到了 29.4 万元和
7000余元的补偿。（新华网）

单纯从金额上看，与6年前存进银行的
钱数相比，客户的确实现了本金的“保值增
值”。但要看到，这种“存款变保险”后面隐
藏的严重问题和巨大风险。银行擅作主张
捆绑销售，且不明白告知甚至欺骗客户，不
仅违反银行业规定，也侵犯了客户的知情
权；银行偏离主业的歪风邪气，反让客户

“无辜躺枪”。
之所以出现“存款变保险”的乱象，原因

也许多种多样。比如，一些存款人对金融产
品和金融风险的防范辨别意识差、警惕性不
足，对银行过于信任；又比如，一些金融机
构出于天生的逐利本性，不顾服务成色和企
业形象，屡屡突破职业规范底线，将存款和
保险“捆绑销售”，并且未对存款人履行相
应的告知和提醒义务。

摸准病灶，才能精准下药。回望这几年
的舆论场，不少代表委员都曾对狠刹“存款
变保险”提出建议，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
因，起色并不太大。就在年初的全国“两
会”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今年
年底前，银监会要求主要的、有条件的商业
银行要全面推开理财产品“双录”（销售过
程录音录像同步监控）。目前，距离年底已
不足半月，各地主管部门理应主动扛起责
任，打起十二分精神，真正将规定要求抓实
抓细，把规范和制度落实到每一个银行从业
者的头上。

当然，狠刹银行业乱象，不能仅仅依赖
于“双录”。最根本的，是要高度保障客户
权益，畅通客户投诉渠道，并加强日常监管
和问责的制度力量。只要在执法巡查和举
报受理中发现一起违规案例，就要严肃处理
杀一儆百。一句话，无论哪个时候，银行都
要干干净净挣钱、诚实守信经营、全心全意
服务。尤其是在金融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倘
若再企图靠那些歪门邪道、小坑小骗的伎俩
赚钱，就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遭到客
户的诟病与抛弃。

□李小将

“私自离校，要交一万元保证金”
“禁止男女生交往过密，包括不许并
行、共餐、互赠礼品、直接交流”，福州
左海学校的校规引发热议。该校林校
长说，这套规定是从河北名校衡水中
学学来的，可能有些严苛，但出发点都
是为了学生的安全。（《海峡时报》）

这名校长的解释很老套，殊不
知，打着“为学生好”的旗帜，全国
各地近几年曝出的各种奇葩校规比比
皆是。比如：恋爱实名制登记、晚上
熄灯后不准开灯上厕所和禁止女生留
长发等。

面对各种质疑，学校很难理解，
感觉自己很冤，难道我们为学生好也
错了吗？当然，学校为学生好的出发
点没有错，为了管理好自己的“一亩
三 分 地 ”， 学 校 也 有 权 制 订 各 种 校
规，但问题是，学校制订的校规要科
学化、人性化，要符合人之常情，不
能随性所欲想当然。“不许男女生并
行、共餐、互赠礼品、直接交流”这
算什么校规，难道这样一禁止真的就
能防止学生早恋吗？真的就对学生的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有好处吗？

学校制订校规，目的是为了规范
学生的行为，保障学校正常的教学秩
序，让学生健康成长，而不是让人诟
病。因此，学校在制订一项校规时，一
定要慎之又慎，切不可邯郸学步，信
手拈来。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做到为
了学生好。

奇葩校规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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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媒体揭露，在新药推向市场之前的试药
环节，存在一条灰色利益链。在试药中介的
参与下，试药者的身份、各种指标数据都可
能造假。有业内人士还爆料，药厂为了新药
成功上市，医院为了获得合作经费，存在利
益同盟。在试药数据造假中，药厂、医院、
中介可能共谋。（人民网）

议论纷纷

□江德斌

12月19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召开，民法总则草案
进入三审阶段。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中据
此增加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
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详见昨日本报03版）

将见义勇为免责纳入民法总则，乃是
法律方面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版“好人
法”。确保见义勇为者在造成受助人损害
时，非重大过失外，可以受到法律豁免，不
用再承担民事责任，帮助见义勇为者卸下心
理包袱，放心大胆实施紧急救助他人的行
为，促进社会风气好转，改善社会道德环
境，让正气和爱心得到呵护。

此前北京、深圳、上海等地相继出台
地方法规，对社会急救行为予以免责，均
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认为是对社
会善行的兜底。不过，这些地方法规存在
免责条件、实施范围不统一、地域性限制
等因素，影响范围也有限。此次民法总则

将“见义勇为免责”纳入，则实现了法律
上的高度统一，所有民事法律都予以贯彻
执行，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从而保障民
众的见义勇为行为不被讹诈，给善行打下
法律基石。

近年来各地频频上演因见义勇为街头扶
老、救人而陷入赔偿纠纷的现实案例，由于
部分案例缺乏足够证据，细节不甚清楚，除
当事人之外，其他人很难知晓事实真相，难
免会被舆论左右。类似案例越来越多，加上
舆论的推波助澜，导致“扶不起、救不起”
逐渐演化成社会问题，民众心存种种顾虑，
被救者亦担负上道德压力，形成了社会负效
应，需要采取措施予以扭转。

“扶不起、救不起”之所以成为社会难
题，并非在于市民缺乏爱心，而是怕因扶
摔、救急遭遇讹诈，毕竟有诸多现实例子发
生，个别司法裁决结果不利于救助者，媒体
广泛报道，几乎人尽皆知，给民众抹上一丝
心理阴影。显然，要想改变这一尴尬的局
面，就要打消民众心中的顾虑，不再为出手
救人担忧，立法明确“见义勇为免责”，就
是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治霾路上，你我都不是旁观者

随着期末考试临近，
四川宜宾学院某教授近日
在选修申论课的学生交流
群中发布了一则通知，称
凡购买其编写的申论教材
的同学，每买一本书，期
末考试时加 5 分平时成
绩，每人最多可以加20
分。（中新网）

传道授业、立德树
人，是师者应尽的责任和
本分。公然通过期末考试
加分“利诱”学生购买自
己编写的教材，将推销书
籍与学生成绩捆绑在一
起，是对教师权力资源的
异化和滥用。从某种程度
上说，这种以教谋私也是
一种权力变现。

“见义勇为免责”是中国版“好人法”

如果试药者身份、试药流程，包括试验
数据、药品疗效等，常常被设计、篡改、编
造，甚至形成了一种分工明确的造假同盟，
新药的上市准入制度和审批关卡又有什么意
义？ ——尔冬

药物临床试验，这么极其严肃、需要一
丁点差错都不能出现的程序，可以被人为地
走到这个份儿上，着实令人触目惊心。事实
证明，所有的风险依然还是由病人在承担，
他们才是真正花钱在承担药物风险的“小白
鼠”。 ——刘雪松

在试药数据造假上，绝不应止于数据作
废与重试那么简单，而是应适用“零容忍”
原则，对责任单位与个人给予严惩乃至刑
罚。 ——蒋萌

试药造假

存款变保险
应严肃处理

□韩韫超

面对今冬以来最严重区域性重污染天
气过程，北京、天津、河北和河南等地的多个
城市拉响了“警报”，20多个城市启动红色
预警实施机动车限行、企业停限产等应急措
施，全力消减污染物排放。天津市启动了机
动车24小时单双号限行管理措施，19小时
内全市交警就现场处罚闯限行5826起，电
子警察摄录近万起。（新华网）

发布雾霾预警、启动应急预案，已成为当
下一些城市应对雾霾天气的标配举措，预警
的标准、级别，预案涉及的行业领域和相关内
容，也日渐完备成熟。预警的响应程度、预案
的落实与执行力度，便成为能否有效缓解雾
霾的关键。

从新闻中看，“闯限”机动车众多，不止一
地一时的现象。去年同期，北京启动首个空
气重污染红色预警，4 天时间内就有 11 万次

的车辆“闯限”。
如此大范围的机动车“闯限”违规上

路，公众不知情、没做好准备的可能性不
大。因为多地政府部门提前一两天就通过多
种渠道，把相应级别预警、启动应急预案时
间告知公众，按说市民完全有可能做好准
备。说到底，还是明知故犯的多，而一些人
行动上不买账的背后，是意识里对规则的不
认同。

不可否认，受应对雾霾预案措施影响，临
时改变出行计划难免会给市民生活带来不
便，而对于由个人承担的治霾成本，包括被限
制车辆排放标准、被限制单双号出行等，公众
难免心有委屈，况且在很多人眼里，令人瞠目
的 PM2.5 数值里，由机动车尾气所“贡献”的
部分，远不比那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多，凭
什么要为他人的过错埋单？

可无论如何，雾霾来袭，谁也不能独善其
身、置身事外。眼下，最棘手的不是撇清责
任，而是实施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的高效治

理。少开一天车、多停一天工，或许不会改变
雾霾袭来的残酷现实，但至少有望让污染程
度不再恶化，也是现阶段为把雾霾威胁降至
最低的可行办法之一。

我们知道，应对雾霾，最关键的固然是节
能减排以及去产能、调结构等宏观层面的大
动作，但同时也离不开每个人从自我做起，在
生活方式上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适当让渡
个人利益，为雾霾防控尽到一份义务、做出一
份努力。这种让渡就是对少开一天车的配
合，是对工地停工几天的响应，是少摆一次烧
烤摊的自觉，是对孩子停课在家无人看管的
理解……

有必要强调，治理空气污染是考验环境
治理能力的一场攻坚战，也是凝聚共识、持续
推进各类有效措施的一场持久战。相关部门
要读懂部分公众的“有情绪”，充分认识到限
行等措施只能解一时之渴，根本上还是要在
控制污染源头上下功夫，转变发展的思路与
方式，使我们的城市彻底走出雾霾之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