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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10 月 8 日 A12 版

《人工湿地 南水北调
水质“净化器”》（校对：
吴限 编辑：田乾峰）
一文，第 2 栏第 2 段第 2
行中“南北北调”应为

“南水北调”。
2.10 月 8 日 A27 版

《揭秘淘宝商城“神秘
抽 检 ”》（校 对 ：付 春
愔 编辑：耿小勇）一
文，第 5 栏倒数第 4 段
倒数第 1 行中“检测报
报 告 ”应 为“ 检 测 报
告”。

■ 社论

官员任职公示不应选在假期
9 月 30 日，国庆长假首

日，湖南耒阳市在网上贴出
51位官员的任职公示公告，
称将在 9 月 29 日至 10 月 5
日受理举报，由于恰逢国庆
假期，这一公示的时间安排
被舆论指为“心虚”。据报
道，当地官员在接受采访时
称，拟任职干部9 月29 日刚
走完程序，而换届选举日早
已确定，为不影响换届选
举，只好在这几天公示。

官员任职公示选在国
庆假期，是否心虚，不好妄
加判断，但至少缺乏诚意是
毫无疑问的。耒阳官员以

“时间紧张”为由，明显不能
信服——拟选任干部推荐、
考察等环节，为何可以按部

就班走完，到了公示环节，
却能马虎处理呢？从中可
看出，耒阳有关部门并没有
郑重对待“公示”，否则，最
初在筹备干部换届选举工
作时，完全可作出更好的安
排，避免今日的尴尬。

而且，即便官员任职公
示无法回避假期，为何就不
能顺延？实际上，许多地方
都有干部公示遇假期顺延
的规定。例如，也是在今年
国庆长假，陕西城固县公安
局副科级干部选拔进行公
示，针对市民打监督电话没
人接，当地组织部就回应，
城固县从2006年就规定，干
部任职公示如遇节假日，则
公示时间顺延，节后可正常

反映问题。
事实上，官员任职公示

挑在假期，已非个别，例如，
2010 年 2 月，重庆涪陵区在
春节期间进行干部任职公
示，同样引起轩然大波。

节假日期间，一般民众多
把时间安排在旅游休闲，探亲
访友上，哪有空闲精力去关注
官员任职公示。所以，把官员
任职公示安排在此时，大大减
损了公示的效果，使得公众的
监督无用武之地。

可以注意到，2000年《关
于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
示制的意见》规定，公示时间
一般以7—15天为宜，其中，
并无公示时间是否需在工作
日的具体规定。这无疑是亟

须打上的制度补丁。
当然，官员任职公示，

需要完善的不仅是时间规
定，针对这些年官员任职公
示暴露出的诸多问题，需要
更多细节的改进。

例如公示时间过短的
问题，但许多地方在执行
时，往往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7 天最下限，此次耒阳的做
法就如此。时间越短，就可
能意味着越多人失去关注
和参与监督的机会，用人选
拔是件大事，能否给公众更
多参与时间呢？

例如，干部公示内容过
于单薄，大部分干部公示，
主要就是姓名、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等简单内容，民众

无法从中了解到干部的家
庭背景、财产收入、工作实
绩等关键信息，干部公示的

“含金量”亟须提高。
从 2000 年推行干部任

职公示至今，在这 12 年中，
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公众
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参与
权力监督的诉求日益增强。
12 年前制定的干部任职公
示，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已不
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
几年来，一些地方已就干部
任职公示作出改革的尝试，
例如要求公布干部的家庭背
景、财产收入等等，何不在总
结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广泛倾听民意，继续推动干
部任职公示的改革？

■ 观察家

淘宝扣除商家保证金合法吗？

近日，“淘宝商城”对部
分商家进行了神秘抽检。
对于检测不合格的，“淘宝
商城”根据与商家签的协
议，扣除违规商家之前缴纳
的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在
一个名为“天猫请还我保证
金”的 QQ 群中，有 200 余名
商家遭遇了“淘宝商城”的
神秘抽检，被扣 1 万至 10 万
不等的保证金。（《新京报》
10月8日）

淘宝的这次整顿行动
旨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打击
假冒伪劣，其初衷无疑是好
的。对商家多一份监督，商
家就多了一份忌惮，消费者
权 利 自 然 就 多 了 一 份 保
障。另一方面，这些保证金

被扣除的商家，也确实或多
或少地存在着违反诚信甚
至违法的行为。

然而，抛开淘宝采集证
据的形式是否合适，即便淘
宝搜集的证据和检测的结
果在实体上确凿充分，这些
商家就应该“罪有应得”？
淘宝就有权力扣除他们的
保证金？

显然，法律并未赋予淘
宝这样的权力。《网络商品交
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表明，平台商当发
现经营者有违反工商行政管
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时，应当
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报告，必要时可停止对其提
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可

见，淘宝并无对商家的不良
行为作出罚款的权力。

那么，淘宝扣除保证金
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双方
签订的协议。根据淘宝商
城提供的格式合同，淘宝
在两种情形下能够处置保
证 金 。 一 种 是 当 商 家 违
法、违约或者不诚信时或
被买家申请维权、索赔时，

“淘宝有权根据其独立的
判断，无须承担责任地、直
接使用保证金对买家进行
先行赔付”。

这次淘宝扣除商家的
保证金有多少是用来对买
家进行先行赔付的，我们无
法判断；即便存在这种情形，
淘宝也应该把为什么扣，具

体应该扣多少向商家进行释
明，解除他们的疑虑。

另一种情形是，如果商
家对淘宝或其关联公司造
成损失，“淘宝有权根据其
独立的判断，无须承担责
任地、直接从保证金中扣
除相当于淘宝或其关联公
司损失的金额，以补偿淘
宝或其关联公司所遭受的
损失。”

这一条款不可谓不霸
道，淘宝有权根据自己的判
断、随心所欲地确定自己和
关联公司由于商家的行为
承担了多大损失，并且可以
为所欲为地直接从保证金
直接扣除，并且还能无期限
地冻结保证金。这就免除

了己方核实损失的责任，加
重了商家的赔偿责任，剥夺
了商家对赔偿金额提出异
议、抗辩的权利。

根据合同法规定：“提
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
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
效。”因此，淘宝不能运用该
条款将商家的保证金进行
为所欲为地扣除，毕竟从报
道反映的事实来看，部分商
家只是轻度地违反诚信，无
须承担如此重的惩罚。淘
宝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根据
各位商家不良行为的严重
程度，分情况对保证金进行
合理公正的处理。

□舒锐（法官）

■ 来信

把官员任职公示安排在假期，大大减损了公示的效果，使得公众的监督无用武之地。

法律规定，平台商发现经营者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时，应当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报告，必要时可停止对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但是，淘宝并无对商家的不良行为罚款的权力。

“地铁互殴”
源于戾气充斥

10月7日上午8时38分
许，广州地铁4号线上一名6
旬老人与 28 岁教师为争座
位互殴。现场惨烈。（《新快
报》10月8日）

“地铁互殴”不能简单地
认为是“争座”。据目击者描
述，“其实上车后两个人都有位
置”，只是“列车到站后，男青年
抢先进入车厢”，而阿伯上车后
一直骂男青年，斥责其为何推
人，随着你一拳，我一脚，一场
血腥的“地铁互殴”就此上演。

当原本微不足道的擦
碰，都足以燃起怒火，甚至
成为一场血腥互殴的导火
索时，即便没有地铁上的座
位，如此低的燃点，也迟早
会在其他的场合一不小心
便擦枪走火。从这点说，仅

仅是建议谦让，恐怕并不能
从根本上掐灭人们拳脚相向
的那根导火索。

当人们的内心缺乏一
种宽容，甚至更多充斥着不
满与愤懑时，心态的失衡，
恐怕才是暴力行为“低燃
点”的根源所在。无论是

“地铁互殴”还是“飞机群
殴”，其实都是这类戾气所
寻找的发泄口罢了。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更
应反思一下，如果自己是下
一次争斗的当事人，究竟是
会同样被“点燃”，还是能熄
灭那团危险的“无名之火”。

□武洁（医生）

“请环卫工吃鲍鱼”
即使炒作也无妨

9 月 30 日中秋节，一条
“山西太原一商家中秋请环卫

工人吃鲍鱼”的新闻迅速引起
热议，网民对此褒贬不一。

很多人说这是炒作，但对
商家而言，赚钱和做品牌自然
是首要的任务，换个角度看，这
是一场温情的广告而已。对环
卫工，他们吃饱饭了；对商家，
他们的产品或公司得到了宣
传。这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显而易见，环卫工的收
入与吃鲍鱼有差距，商家也
不会经常请环卫工吃大餐。
如果宴请的不是环卫工而是
比他们收入高的白领，恐怕
就不会有这样的争议。

前段时间，有环卫工一
边打吊瓶一边工作，顿时感
动了很多人，事实上，在街
头，会经常看见环卫工躺在
树边就睡着了，看着让人心
痛。假如能够有商家专门提
供一些设施供环卫工休息，
我们还能说是炒作吗？解决
环卫工长久的生活，不是商

家们必须要完成的义务。
解决环卫工生活问题

光靠商家的一两次赞助是
不行的，更需相关部门给
力，也希望商家的举动炒作
也好、善意也罢，能够给相
关部门带来一些思考。

□李恪志（职员）

塑料制品标识
不能暗藏玄机

据报道，塑料容器的底
标上暗藏玄机，底标为“1”
的矿泉水瓶，长期反复使用
会致癌；底标为“4”和底标
为“6”的塑料餐盒不能在微
波炉里加热等等。

各种塑料制品上这样
的数字标识，不知道生产者
是为了自己内部掌握，还是
为了警示消费者。如果只
是为了内部掌握，那就对消

费者太不负责任了；如果是
为了警示消费者，但从来没
有听到看到过这方面的宣
传，基本上没有消费者知道
这种数字底标的玄机。

特别是矿泉水瓶反复
使用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家
长为了给孩子上学时带水
喝，很多人用的是矿泉水
瓶。一些塑料餐盒，如果在
微波炉里加热，也会有致癌
物质，但许多上班族买来快
餐饭后，往往喜欢直接在微
波炉加热，而街头的快餐盒
相当一部分都是塑料制品。

因此，对塑料制品的禁
忌，不应该用数字来标注，而
应该在商标显眼的位置用文
字明确标注，如“一次性使
用”、“严禁重复使用”、“不能
在微波炉中加热”等等。这
样明确标注后，才会对消费
者产生明确的警示作用。

□吴文元（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