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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公摊面积不该是糊涂账 中央文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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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辉

近日，房屋公摊面积问题引发社会关
注。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实际可得套
内面积可能只有70平方米~80平方米，其
余20%~30%就是常见的公摊比例。一
直以来，公摊面积因不符合国际惯例、认
定标准相对模糊等问题一直为人诟病。
（中新网）

所谓公摊面积，也就是建筑面积与套
内建筑面积之间的差额。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差额？原因是开发商将由整栋楼的
产权人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公用部分建
筑面积分摊到每家每户头上。公摊面积
通常包括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垃圾
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过道等公

用区域，以及各种为整幢服务公共用房和
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

乍一看，这个公摊面积没有什么毛病，
既然是用之于民当然也要分摊于民。几乎
没有人不用电梯、过道等公共设施，按照谁
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看起来貌似很合理。
然而，公摊面积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房屋公推只在很少一些地区存
在，国际上通行的都是实际的套内面积计算
方式。在国内，重庆早已率先采用了套内面
积的销售模式，所见即所得，相对透明。

其次，由于法律法规对公摊面积与比
率的规定存在模糊地带，导致公摊大小基
本上是由开发商说了算。至于每栋住宅
动辄百分之二十甚至三十的公摊比例是
怎么算出来的？到底有多大的水分？实
际公用面积有没有这么大？在现实里都

成了一笔糊涂账，甚至有地方出现过50%
公摊比例的极端案例，公摊面积计算标准
之模糊，让人困惑。

再者，一些开发商按照需要将公摊比
例定高，但到了真正用到业主身上时，却
又总是想方设法将这一面积压低。最典
型的做法就是将计入公摊面积的车位对
外租售，把小区内的公共场所也租给商户
经营以收取租金，而反过来作为业主不但
要为这个空间面积埋单，还要每月都多缴
一些物业费。此外，开发商、物业将这个
公用部分设施挪作他用，不但严重损害了
每个业主的公共利益，时常还会带来一定
的矛盾和冲突。

所以，对于公摊面积，应该严格规范和
加强监管，让它变得更加透明化，增加业主
在其中的话语权，防止开发商自说自话。

□李小将

近日，在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洪
山路口，“空中交警”多旋翼无人机正
式上岗执法，主要针对开车玩手机、
打电话违法行为进行抓拍。据了解，
此系济南市首次采用警用无人机抓拍
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队共投入4架无人
机配合执法。（新华网）

资料表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开车玩手机已成为新型“马路杀手”。虽
然我国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驾驶机动车时
不得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有关部门一再
重申加大打击力度，但因技术受限，警
方取证难，收效甚微。济南采用无人机
对此种违法行为进行抓拍，是技术上的
突破与创新，值得肯定与推广。

“半小时抓拍到5起违法行为”对机
动车驾驶人有震慑和引导作用，让他们
放下手机，专心开车。

对于个别网友认为“无人机抓拍开

车玩手机”是“拿高射炮打蚊子”一
说，笔者并不赞同，安全无小事，投入
再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点都不为
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说明并未认识
到开车玩手机的危害性。

“钢琴楼梯”应该弹奏出和谐乐章
□斯涵涵

近日，西安地铁三号线大雁塔站
的一处创意楼梯，因踩踏时能发出钢
琴琴键声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不少
网友前来拍照或录制视频，甚至有网
友为了拍摄视频而霸占“钢琴楼梯”，
阻拦行人通行。（《北京青年报》）

脚下踩踏处，琴键声声鸣。“钢琴楼
梯”让乘客感觉既能锻炼身体，又很有
趣，自然跃跃欲试，成为网红并不意外。

西安地铁设置音乐台阶的目的是为
了提升地铁文化品位，让地铁更好地分
流人群，倡导市民运动出行、健康出

行。然而，“钢琴楼梯”走红后，有网友
为了拍摄视频而霸占“钢琴楼梯”，阻拦
行人通行，明显背离了这一良好初衷，
给广大市民的通行造成了困扰，并且极
易造成站内拥堵，造成安全隐患。

“钢琴楼梯”走红，管理必须跟
上。西安地铁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
性，做好防控预案，加强人员疏导，确
保乘客安全有序出行。

地铁首要功能是交通运输，作为管
理方，保证交通顺畅有序安全是第一
位，倡导高雅、时尚的地铁文化固然不
错，但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实际上，曾
有城市以前也尝试过类似“钢琴楼梯”，
后因各种原因不了了之。个中利弊，当

地相关部门不妨深入分析，未雨绸缪。
而那些为了拍摄视频而霸占“钢琴楼

梯”的网友也应该有所警醒，“脚踩琴音”
本是赏心乐事，倘若缺乏公德意识，自私
自利，我行我素，丝毫不把出行秩序和他
人权益放在眼里，即便拍摄的视频再美，
恐怕也难以得到他人的赞同。

地铁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体现，也是
城市管理的试金石。在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中，管理部门既需要不拘一格，勇于
创新，也需要科学布局，全盘谋划，而
广大民众也要遵守相关规则与公共道
德，让“钢琴楼梯”弹奏出现代和谐文
明乐章，这是“钢琴楼梯”走红带给我
们的多元启示。

别让“代写经济”毁掉孩子
多地公布校外

培训机构“黑白名单”

记者近日从河南教育部门了解
到，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河南省
郑州、新乡、三门峡等地公布了第一
批校外培训机构的“黑白名单”，其
中，进入“白名单”的校外培训机构
总数为 951家、“黑名单”总数为 1988
家，“黑名单”校外培训机构占公布总
数的近7成。

据介绍，“白名单”是指“证照齐
全”和无不良行为校外培训机构名
单，“黑名单”是指有安全隐患、无资
质和有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名
单。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蓬勃发
展，在满足学生选择性教育需求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黑名单”培训
机构条件简陋，存在安全隐患，“超纲
教学”“超前教学”等行为违背教育规
律，加重了学生课外负担，亟待整治。

河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培训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头管理
的问题，导致监管工作有时存在“空
白地带”。对此，河南省将持续推进校
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各地还将陆
续公布“黑白名单”，聚焦校外培训机
构治理的难点重拳出击，确保取得成
效。 据新华社

□杨玉龙

正值暑期，中小学生的假期作业代
写业务成为时下的热门生意，在各大网
购及社交平台上。这些原本属于孩子
们的课业任务，摇身一变竟成了可以网
购快递的商品，更成了“写手”们的“摇
钱树”，从而引发不少学生家长和老师
的担忧。（详见本报昨日14版）

虽然有市场需求，但“代写经济”
的出现也令人大跌眼镜。一则，找“代

写”在投机取巧之余也让作业失去了应
有的效果；二则，培训机构或是个人，
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念歪了“生意经”。

可“代写经济”的红火，未尝不是
应试教育下的产物。比如，据报道，甘
肃省兰州市一位家长晒出在读小学二年
级的儿子的暑期作业单：“ 《快乐暑
假》；20篇有质量的日记；20篇阅读记
录；练习钢笔字；每周一篇写绘；每天
阅读课外书……”重压之下的“变通”
也是被逼之举。

实际上“代写经济”不仅扰乱了教

育环境，更会导致孩子产生懒惰、侥
幸、不诚信等不良习惯。而要遏制“代
写作业”，不仅需要有关部门和网络平台
引起重视；更需要学校在假期作业布置
方面摒弃“以量取胜”讲究些科学性。

过多的作业，以及繁重的辅导班任
务，看似是为了孩子好，但根本而言是
教育理念的走偏；而“代写经济”的出
现，看似是为孩子和家长服务，但终归
服务的是应试教育。因此，遏制“代写
经济”，最为核心的是让教育真正返璞归
真，切实把孩子从“书包”中解救出来。

无人机抓拍开车玩手机值得推广

近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印发了 《关于集中治理诚信缺失
突出问题 提升全社会诚信水平的工作
方案》，组织中央文明委有关成员单
位，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诚信缺
失问题，针对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失
信突出问题，集中开展19项专项治理。

这次集中治理行动，包括电信网
络诈骗专项治理，互联网虚假信息、
造谣传谣专项治理，涉金融领域失信
问题专项治理和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失信行为专项治
理，扶贫脱贫失信问题专项治理，无
证行医、非法医疗问题专项治理，假
药问题专项治理，拖欠工资问题专项
治理，“不合理低价游”专项治理，逃
税骗税和“假发票”问题专项治理，
法院判决不执行问题专项治理，交通
运输失信问题专项治理，论文造假、
考试作弊专项治理，骗取保险问题专
项治理，非法社会组织专项治理，慈
善捐助失信问题专项治理，营业性演
出市场虚假宣传及炒票问题专项治
理，“假彩票”问题专项治理，假球黑
哨、使用兴奋剂问题专项治理等 19项
治理工作。每项专项治理工作均明确
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并提出具体举
措，确保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中央文明委提出，要加快推进征
信体系建设，全面建立各领域信用记
录，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网
络，健全信用信息公示机制。要构建
信用联合奖惩联动机制，建立健全信
用红黑名单和公共信用评价制度，发
挥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引
导力和威慑力，鼓励失信主体加快整
改修复信用，引导全社会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据新华社

集中治理19项
诚信缺失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