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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滞纳金
也应关进制度的笼子

近日，成都市民张先生去燃气公
司缴纳燃气费，工作人员通过系统查
询发现，张先生不仅需要支付欠缴的
燃气费4028.71元，还需缴纳滞纳金
8727.14元，一共12755.85元。“咋这
么多滞纳金？比燃气费的两倍都还
多！”张先生对此感到很不理解。
（6月8日《华西都市报》）

若论法理，像供水、供电、供气以
及银行等单位向用户收取滞纳金，本
身就名不正言不顺。因为，滞纳金
本义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只能由
行政机关实施，并由法律授权（法定
性），个人和其他团体都无权设立。
譬如，交警部门可以对公民拖缴罚款
收取滞纳金。而供水、供电、供气以
及银行等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它们与
用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用户若拖缴
相关费用，这些单位只可按照合同的
约定收取违约金，而不是滞纳金。

问题是，滞纳金取消，代之以违
约金，如果只是换个名字，“天价”滞
纳金变成“天价”违约金，对百姓而
言没什么实际意义。所以，比换个
名字更重要的，是对滞纳金（违约
金）进行规范，把它关进法制的笼
子，使其不再任性。

供水、供电、供气属于公用事业，
具有公益属性。用户拖缴费用给相关
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理应作出补偿，缴
纳违约金。但这种违约金并不是纯商
业性质的，应考虑其特殊性，照顾民众
的利益，宽谅一些人的疏忽大意。就
此而言，有必要就公用事业违约金出
台专门的法律规定，与商业性质的违
约金区别开来，尽量平衡各方利益，尽
量细致、具体、可操作，使其既具有催
缴费用的功能，又合乎情理，为民众所
接受。□晏扬

一
家
之
言

因为这个“从未谋面”的古代数学词
汇，在微博上，2015湖北高考数学已经
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网友和考生都在讨
论《九章算术》和“鳖臑”（三角锥体），觉
得“难出了新高度”。网友@米修修修修
修伢表示：“下午考数学几何题出现了
《九章算术》的“鳖臑”，我想静静。”网友
@吃饭睡觉翻白眼说：“反正我是要哭
了，考数学竟然题目里有不认识的字，我
也是醉了。”（6月8日《长江日报》）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但有关高
考命题的讨论并未冷却。这一轮高考
中，最让人惊讶的是湖北数学几何题，
其中生僻词汇的使用，令人诧异万分。

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鳖臑”，数学
考试却偏偏使用，是在向考生传递重视
传统文化的信号？

然而，真要说借此唤醒考生的文化
意识却又显得牵强。高考的主要目的
是选拔人才，弘扬传统文化虽是其功能
之一，但并非其主要效果。当生僻的词
汇出现在数学考试之中，这本身构成的
是一种戏剧反差而非正向教育。毫无
疑问，在复习数学时会连带把古代数学
一起复习的考生寥寥无几。

出乎意外的生僻词，并没有起到考
查学生数学的作用，它仅仅是本次考试
中的一个佐料。但鉴于多数学生并不

知道“鳖臑”，佐料也就喧宾夺主。而事
实上，是否理解“鳖臑”，与是否熟练掌
握高中数学知识毫无联系。虽然命题
者专门给这个词语配有白话解释，但须
记得此种命题据说是为了考查学生在
陌生语境的应答能力，都解释明白了，
还如何考查？

近年来，热衷在各种古籍中找数
学题，据说是湖北高考的一种传统。
此前湖北高考数学还曾采纳过古希
腊数学的相关知识背景，从拓宽学生
思维来说，这些尝试无疑有积极一
面，但须强调的是类似“鳖臑”一类的
掉书袋还是少些为好。既然知道需

要注释才能明白，为何不索性让题目
更接地气一些。高考作为一次国家
大考，它所选拔的不是高端研究人
才，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大众人
才。不知道“鳖臑”，或不懂“鳖臑”并
不影响他们进入大学学好基本知识，
更不影响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干好本
职工作。在一次数学考试中，刻意使
用类似“鳖臑”的题目，事实上说明命
题者自身堕入一种命题窠臼，为引经
据典而引经据典，让人想起鲁迅笔下
的孔乙己，孜孜不倦地向人炫耀“回
字有几种写法”。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6月6日，浙江杭州和北京，分别有一
家华润超市进行了一场“诚信测试”。当
天，超市里没有营业员，购物、付款全部由
顾客自助完成。据实验“发起人”蚂蚁金
服方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杭州，经过
一整天的无人运行，应收账款和实际收款
相差了3000元。（6月8日《钱江晚报》）

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罢，诚信很大
程度上是通过教育、法治、技术等手段管出
来的；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
时代，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熟人社会”才
可能实现。“无人超市”在国外之所以经营
较好，奥妙也在其中。例如国外“无人超
市”的大多数商品都有感应器，你不付钱，
走到门口警报就响了；此外，超市内还有不
少多角度摄像头，即便“偷”了东西，也没一
走了之那么简单，而在国外对公民不诚信
的惩处往往相当苛刻。由此可见，国外“无
人超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它
们无时不通过技术、规制等“眼睛”盯着消
费者。因此，这一次的“无人超市”尝试事
实上脱离了大的制度建设，因而也就不可
能取得好的成果。□邓子庆

单兵突进的“无人超市”无助诚信建设

老师被贴“我是乌龟”扇学生耳光，该开除吗？
@人民网：安徽梁老师发现自己身上被学生贴了张“我是乌龟，我怕谁”的字条，气愤之下打了学生一巴掌，学生随即用

书砸老师，老师又打了一巴掌……教育部门认为梁老师体罚学生，将其开除。梁老师同事则认为，处理过重。你咋看？

“鳖臑”入题，只是一次刻意的掉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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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海洋 漫画

未曾考虑具体情境
@月色飘摇2015：处罚过重了，毕竟是学生有错在

先，老师是气过头了，双方都教育一下，没必要开除老师。
@然玉：开除梁老师的决定，不仅未曾考虑具体情境就

顶格处理，而且也明显有悖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罚学生,经
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这事实上

说明，开除教师乃是最后、最重的惩处，而并非是最低标准。

绝不允许“以暴制恶”
@汪昌莲：如果学生在老师背后贴“我是乌龟”字条

是一种“恶”的话，那么老师暴打学生就是“以暴制恶”，这
有违教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