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锐评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法官参股
获千万分红
该怎么收场

法律有时候就是那么“僵硬”，那么的不合常情，按法律的逻辑胜诉了，人们却感觉无
比纠结。张法官的合同受到了法律保护，法律判其胜诉，有望获得千万红利——法律正义
的关键在于另一层的法律追究，他会不会因违反了《公务员法》规定而受到严惩。

要禁绝一种违法行为，绝不能让其收益超过代价。违法参股的千万元红利，考验着
《公务员法》的牙齿和权威。如果这位违法的法官得到了千万红利，失去的很少，那将是法
律的耻辱。 ——《新京报》

社会关注

数钱费，挣钱门道果真“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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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北京团市
委、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
务中心联合发布2010年大
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今年大学生求

职心态更为现实，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
月薪的比例达到20%，与去年的1.2%相比大幅
攀升。同时，硕士和博士学历的被调查者中也
有一成以上的人明确表示接受零月薪。（5月24
日《京华时报》）

此新闻颇令人惊叹：仅仅一年前，零月薪似
乎还只是专科、本科学生的无奈选择，谁料现今
硕士和博士竟也堕入其中。长此以往，零月薪

是否将成为一种正常的劳资关系长存于社会？
对零月薪的所谓就业理性并不乏唱赞歌的

声音，尤其在经济相对困难之时。此类过于偏
袒用工方的扭曲逻辑，实际上已经结出酸涩的
果实。前不久，财政部对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关于“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连续22年下降”的
论断予以否认，不过，即便按照其考虑种种“统计
因素”，劳动者报酬的实际降幅也达到3.46个百
分点，这与政府与企业所占GDP比重正增长形成
鲜明对比。顺便提及的是，一些地方低薪资岗
位十几年不涨或微涨似乎已不成为新闻。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大学生零月
薪几成社会风气，一些人以就业理性乐而视之

时，大学生借助长辈权贵资源实现就业现象早
已成为一条人所共知的潜规则。实际上，社会
权贵不再满足于在子女就业问题上鞍前马后积
极奔波，甚至在仕途晋升上也不惜动用个人权
力影响铺路搭桥，乃至被专家斥为阻塞“草根精
英”上升通道。

究其根本，零月薪是大学生就业无助导致
无力的客观困顿，如果非要以所谓的积极思维
解读，那这也是无奈下的伪理性。试问，如果
拥有可以助己就业的更多社会资源，到底有几
人宁愿白白地替用工单位辛劳数月呢？在零月
薪的就业大军中，有多少“官二代”身份的大学
生呢？

零月薪只是无奈的伪理性
□禾刀（武汉）

话题：南宁核查经适房七
成房门敲不开，两成非户主

网友发言
上面政策再好，下面总有对策。只有

查出违规就重罚，才能杀鸡儆猴。
新浪网友

只退房子是不是处理太简单了？应不
应该查查问题出在哪？有无猫腻？起码对
那些开着小车到处跑，还能申请到经适房
的人好好查一查，到底用何种“法术”搞到
手的？ 山东网友

经适房说白了就像当年的价格双轨
制，不是用来造福老百姓的，而是用来兑现
权力的价值的。 厦门网友

只要有开始，敢公开，就应该有一查到
底的勇气。支持在先，观效在后。

广州网友

话题：国家统计局回应
CPI未反映菜价大涨质疑

网友发言
照搬西方的统计模式很有可能得出失

真的结果,统计部门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调整CPI的结构和权重，从而把消费指标真
实地从CPI中反映出来,这才是合理的。否
则,反映不了真实情况、与百姓感受相背的
统计结果还有什么存在意义？ 北京网友

房价不计入CPI,蔬菜粮食又占很小比
重,干吗还叫消费价格指数？ 新浪网友

中国大多数人的收入不高，吃的支出
在收入中占的比例较高，应该根据现实将
食物的权重调高才能正确反映实际生活
状况。 网友天涯客

话题：养生专家挂号费
高达2000元，自称中医世家
遭质疑

网友发言
我带孩子去看过，等了3小时，3分钟就

打发我们出来了，处方就是喝绿豆汤吃蔬
菜。当时只是觉得实在可笑，看到人们飞
蛾扑火一样送银子，可叹。 新浪网友

看看张专家能把自己保养到多大年龄
就知道他的水平了,反正我能等到那一天。

新浪网友
正如练武要强调武德，行医治病救人

才是正道。把心都放钱上了，能看好病
么？ 网友北斗之子

绿豆、茄子、白萝卜和苦瓜都是寒凉东
西，体寒的人根本不能吃。我是体寒的人，
看了书和讲座，没敢按他的量吃，吃了大概
一星期，嗓子疼、咳喘，感觉气不够用，腹
泻，不敢再吃了，自己用温性食物慢慢调理
了一个多月，早晨含片生姜，现在见点凉风
就要喘。 新浪网友

话题：郭台铭首度回应
富士康十连跳，称绝非血汗
工厂

网友发言
不管是不是血汗工厂，死那么多人，肯

定是有原因的。 网易网友
我们需要抽丝剥茧，寻找背后错综复

杂的社会原因，而不是简单地指责一家公
司的运营状况。 南京网友

紧张的10个小时工作之后,需要娱乐，
需要放松。严格的封闭管理，把所有的休
闲都扼杀了，职工就容易出现枯燥、苦闷，
甚至绝望的情绪。 辽宁网友

至少富士康的员工活得没有尊严，从
图片上员工在保安的监督下排着整齐的队
伍打卡上班即可知道。 网易网友

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
“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烟台网友

赵乃育 图

市民曹女士不久前到农业银行存了300个1元硬币到个
人账户上，银行收了她6元手续费。对此，银行解释说，清点硬
币要收费，200个硬币就要收5元，每增加100个，加收1元。
发改委价格司工作人员解释称，商业银行可以对零钞清点整
理储蓄业务收费，标准自定。 （5月24日《京华时报》）

你有收费政策，我有存钱智慧
发改委价格司工作人员的一个建议很有意

思，“建议市民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银行办
理相关业务”。根据某银行总行的规定，200枚(张)
以下不收费，200枚(张)以上开始收费，最低每笔5
元，每增加100枚(张)加收1元。曹女士完全可以
分两次存硬币，第一次存150元，第二次再存150
元。每次150元低于银行的下限，而这应该就
是发改委价格司工作人员“建议”之本意吧。

这对于储户来说，倒没有太大的损失。即
使存 1 万元零钱也不要紧，只要每次少于 200
元，哪怕是 199 元，银行也没有理由收“数钱
费”。为何收取“数钱费”？银行的理由是：点零
钞非常耗费人力，收费的初衷是弥补人工成
本。可现在分批存钱，银行不但弥补不了人工
成本，反而花费了更多的人工成本。这样一来，
其实银行是“数钱费”的最大受害者。

或许，分批存钱显得不太厚道。可道德是相
互的，资本有道德，你以道德回应之；资本无道德，
你仍然和它讲道德，这不是对牛弹琴吗？ 乔麦青

你帮我“数钱”，我帮你“数服务”
正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纯博士所

认为的，银行的收费与服务水平不对等是当前国
内银行业的突出问题。你帮我“数钱”，你收“数钱
费”，那么，我来帮你数一数服务，是否也可以收

“服务费”？在中国，有“最富”的银行，却无“最优”
的服务。在银行排队是常有的事，一排就是一两
个小时，“要排队，去银行”。这倒是催生出“排队
经济”，甚至出现了“职业排队人”；“钞票当面点
清、离柜概不负责”的服务承诺“很霸王”；还有
一些银行开卡或者开户存在搭售产品行为……

一元硬币有着正背两面——一面是服务，
一面是利润。时代不同了，民众是否接受你的

“服务”，正逐步成为服务项目是否生存的关
键。事实上，银行推出的一些服务业务“遇冷”，
已经暗示了“以收费为目的”的服务项目存在

“危机”。 巢江淮

银行收“数钱费”，据知依据是《商业银
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
法》第11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对人民币
储蓄开户、销户、同城的同一银行内发生的
人民币储蓄存款及大额以下取款业务收
费，大额取款业务、零钞清点整理储蓄业务
除外。”也就是“零钞清点整理储蓄业务”可
以收费。

但假如不是存零钞，而是先以零兑整——
再存整呢？

《人民币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办理
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无偿为公众兑换残缺、污
损的人民币，挑剔残缺、污损的人民币，并将
其交存当地中国人民银行。”——这里所称
的人民币可无分零、整，残损的零钞兑换尚

且可“无偿”，又更遑论完整无缺的呢？难
不成，譬如说，拿200张完整无缺的1元纸
币兑两张100元纸币要缴费，而公民若将
这些1元纸币撕掉一小小角再兑换，则“无
偿”不需缴费，那也就未免太荒谬了吧？

可见，《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
法》第11条有违《人民币管理条例》第22
条之精神。

《人民币管理条例》处上位——由国务
院颁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
法》处下位——由银监会和发改委颁布。
下位法规不当抵触上位法规，否则即无效，
此为常识。各家银行引以为据的《商业银
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第11条之效力
亦大可商榷呢！莫不是：错把鸡毛当了令
箭？！ 于立生

“数钱费”错拿鸡毛当令箭？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倪萍呼吁全社会保护孩子安全
从3月23日到5月12日，5起密集发生的学生安全事件，让我的心一阵阵发凉。我们美丽

如天使般孩子竟成了歹徒行凶的目标。目前，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民警、武警纷纷进驻学校轮
番值守，新式装备“警用钢叉”进入学校，尽力给孩子建立铜墙铁壁的安全保障。然而，保护孩
子的安全不仅是学校与警察的责任，还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学校里、道路上、社区里等孩子
活动的地方有着怎样的安全隐患？对于孩子的安全，我们需要多增一份警惕、多留一份关心，
尽自己的一份力去排除孩子安全的死角。借此，我联合我主持的《民生大议》节目呼吁全社会
动员起来，一起来为孩子减掉一份隐患，增加一份安全。

请将您在生活周围的学校、街道、社区、商场等孩子活动的地方，发现的安全隐患、安保担
忧或者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好建议与方法，以如下方式发送给我：倪萍民生大议邮箱：
minshengdayi@vip.sina.com（发送电子邮件）。倪萍民生大议博客：http://blog.sina.com.cn/
nipingminshengdayi（访问博客，直接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