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日前从内蒙古自
治区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
解到，为进一步规范住房
公积金提取业务，按照《关
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
公积金工作的通知》要求，
该中心对提取业务政策进
行部分调整。（7月2日《北

方新报》）

一提起住房公积金，

许多人会认为这是公职人

员专享的，而今住房公积金

已经开始进入寻常老百姓

家，越来越多不同阶层的民

众分享着这一民生“大礼

包”，圆上了“安居梦”。

织密公积金保障网是

大势所趋，既需要舆论宣传

持续“发力”，更需要政企多

方持续“给力”。一方面，要

健全公积金扩面的常态机

制，扩大缴存覆盖；另一方

面，要完善与收入相匹配的

增长机制，扩大缴存比例，

让更多的基层干部、一线职

工成为公积金的受益者。

应看到，由于设置了以

买房为核心的提取条件，一

部分市民的公积金往往要

“沉睡”到退休，长期只承担

缴存的义务，而享受不到更

多的实惠。同时，“死板”的

提取限制往往令不少市民

望“金”生叹。围绕住房消

费，既要在老百姓买得起上

“加火”，更要在老百姓住得

好上“添柴”。

有一个常识必须明确，

那就是住房公积金必须“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如何在

“有用、好用、有效”中发挥最

大的民生效应，也完全可以

交由市场来厘定提取范围。

再者，让市场在公积金

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

妨学学社保基金的管理模

式，将住房公积金尽快引入

资本市场“保值增值”。自

然，对政府来说，除了依托

公共财政“兜底”把资金盘

子做得更大外，还需要跟进

的是加强监管，规范运作，

让有限的资金更好地用在

刀刃上，让住房公积金民

生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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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住房公积金民生效益最大化
◎◎头条锐评

文/徐剑锋

据《北方新报》报道，

赤峰市的张女士为了办

理健康证，多次通过网上

预约进行体检，可预约了

1个多月都没有预约上。

记者在赤峰市疾控中心

体检大厅采访时了解到，

疾控中心每天只能预约

270人体检，每天开放预

约，几分钟之内就会被约

满。但通过保安，花钱就能

预约到。

不久前，《北方新报》就

曾报道过呼和浩特市健康

证体检预约难的问题。根据

记者调查，主因为取消体检

收费导致体检人数暴增，而

体检实验室检验能力有限。

这个问题看来并非呼和浩

特市一地独有，赤峰市出现

体检预约难也因受此困扰。

虽然两地都以网上预约替

代现场预约，显示出技术的

进步，给体检人员带来了一

定的便利，但检验能力并没

有与时俱进。体检人员受困

于“竞争”的激烈，依然一号

难求。

正因为资源供给的不

足，才催生了记者目击的怪

象，花100元，保安就可负责

找人搞定。体检黄牛的出

现，破坏了“游戏规则”，加

剧了体检预约的难度 。对

于那些老老实实等待抢号

的人来说，有失公平。对此，

相关部门应予以追究查处，

如果涉及内部人员权钱交

易更应严惩，以保障体检预

约的公平性。

当然，让体检难和黄牛

出没两大怪象彻底消失，最

终得依靠检验能力的大幅

提升。同时，还应对那些并

非法定要求办理健康证的

人群应给予一定的限制，从

降低总人数上减轻体检预

约压力。

查处黄牛保障体检预约公平
文/北 风 画/沈海涛 硬闯安检口被行拘是堂规则课

文/张玉胜

“我今天一定要进去！必须要进去！”6月29日中午，女

子马某带着女儿赶到杭州城站火车站安检口时，已是11

点50分，其所要乘坐的K1264次列车11点53分发车，此时

已经停止检票，而且马某手上只拿着身份证，并没有车

票。马某不顾民警阻拦，想要往里冲。受到民警警告制止

后，情绪激动的马某，一口咬住了民警的右臂，当场被特

保控制，并以扰序和阻碍执行职务，被处行政拘留7日并

处罚款200元。

停止检票、关闭安检口，意味着列车已经进入准发

车时间，不再允许有乘客擅自进站。这既是铁路运输的行

业规矩，也是为确保乘客人身安全、保障铁路运行通畅而

采取的安全措施。

女乘客马某明明知道自己已经迟到误点，且手中没

有有效乘车凭证，但面对客运员的履职劝阻却依然不依

不饶非要闯关进站。即便是客运员叫来民警协助管理，并

受到民警“如果你继续违反相关规定的话，我们要对你进

行处罚的”善意提醒与郑重警告后，马某非但没有收敛与

收手，反而恼羞成怒地低头咬向民警的手臂。这显然已经

超出一般性的“不守规矩”，行拘7日当属咎由自取。

也许，马某的违规任性来自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同

伴马上可以拿来车票，我并非无票乘车；二是离真正开车

还有3分钟，让我上车还来得及。但乘车安全不能仅凭自

我感觉或寄希望于可能的侥幸。更为重要的，乘车秩序一

旦被确定为“规矩”，就应当是刚性，不能随意更改和变

通，“规矩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特例。

继“滞销大爷”网上悲

情推销农产品的谎言被拆

穿之后，互联网营销又改走

“美女家的产品”路线：春娇

姑娘大学毕业回乡销售爷

爷做的紫砂壶、生于紫砂壶

世家的阿芳正在跟着母亲

苦学制壶手艺……一件普

普通通的商品披上美女亲

情、励志故事的外衣之后，

消费者相信，既有颜值又有

手艺的姑娘，卖的东西应该

错不了。

经常逛微博、玩微信的

网友，不仅会碰到“壶美

人”，还会碰到“茶美人”“酒

美人”，她们在网络上的名

字、头像，乃至所展示的生

活背景都不同，但也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是面容

姣好的婉约女子；都喜欢展

示与自己所出售商品有关

的工作或生活场景；背后都

有一个或温情、或励志的故

事。在这样的“人设”下，很

多网友对她们颇有好感，如

果自己正好需要她们所兜

售的商品，即便价格不低，

出手下单的概率也很大。

一旦网友收到商品，原

本的美好印象则会在瞬间

破灭：所谓的紫砂壶不是存

在瑕疵，就是假冒伪劣；而

名贵茶叶也多是由普通茶

叶冒充，售价远高于市场价

格……等网友发觉自己上

当，想要维权时，不是微信

被拉黑，就是电话打不通；

即便有人接听也是各种推

诿敷衍，最后不了了之。

媒体的调查，向我们揭

开了网络上“美女家的产

品”真相。这些在网络上清

新可人的“壶美人”“茶美

人”，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她

们可能只是商家花钱聘用

的模特，真正在背后卖货的

则可能是一个抠脚大汉。而

她们在网络上精心展示的

图景，所讲述的温情或励志

故事，也不过是一种策划文

案。

单靠贩卖故事和情怀，

无法提供合格产品和服务

的营销，终究是违背市场的

基本规律。在正常的市场规

律下，商家在乎形象、信誉，

期待获得消费者和市场的

认同。但是这种会讲故事，

会谈情怀，却唯独不会做产

品和服务的商家，从来不在

乎形象和信誉，他们做的一

锤子买卖，从来不指望有回

头客。

对此，需要消费者不盲

目听信故事情怀，就像不要

被“壶美人”们清秀的面容

所迷惑，保持必要的消费理

性。其次需要网络平台和政

府职能部门依照相关法律

加强对虚假营销的监管和

整顿，多方联手，形成合力，

才能让“壶美人”失去销售

市场。

考研“抢跑”不可取
很多人认为，考研是大四的事情，至少也是大三的事

情，然而《工人日报》记者日前调查发现，考研低年级化已经

不是新鲜事。在一家考研机构的试听课上，大三学生3人，大

二学生7人，还有5名大一的学生。还有一家面向全国招生的

机构甚至称从1993年开始就有了大二考研辅导班。

何勇海评论说：其实，从大二甚至大一就开始为

考研“抢跑”是不可取的。对大学生而言，考研是提高

学历、增加学识的机会；对高等教育而言，则是选拔培

养学术研究人才的渠道。当大学生从大一大二就开始

考研，不曾或较少进行扎实的文献阅读基本功训练，

不曾或较少进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训

练，研究生写不好论文也就不新鲜了。

有鉴于此，仅有初步认知的大一大二学生，还是

别心急火燎地加入到考研大军为好，不如先在大学前

3年打牢基础，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从“滞销大爷”到“壶美人”，都是套路！
文/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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