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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网购族”越
来越多，我市一些小区的物业
公司也开始提供一项无偿服
务项目——为业主代收快递
包裹。尽管该服务让业主很
省心，却让物业感到担心。
（见本报19日A18版报道）

老谭：小区物业负责治安
管理、卫生保洁、绿化养护，没
听说还要负责为业主代收包
裹，这明显已经超出物业服务
范围。

小洛：越来越多人借助网
络购物，快递包裹到了，业主
却不在家，咋办？小区物业
就是为业主服务的，应该代
收快递包裹——物业服务也
应与时俱进。

老谭：为业主代收包裹增
加了物业的工作量，可能会降
低小区的保安力量，占用了物
业服务资源。

小洛：业主已经交纳物业
管理费，这钱是白交的？为业
主及时代收包裹，是保障业主
利益的行为。物业公司属于服
务行业，比的就是服务质量，代

收包裹又是举手之劳。只有为
业主做足服务功课，才会得到
业主的肯定。

老谭：问题是，这件事情涉
及财物，性质不同。小区物业
办公室是公共场所，人流量很
大，如果业主的重要包裹丢失，
这个责任谁来担，还不是物
业？遇到通情达理的业主还好
说，要是遇到蛮不讲理的，物业
冤不冤？业主不应将自己的责
任转嫁给物业。

小洛：可问题总是要解决
的，如果物业不代收，业主又不
在家，包裹咋办？

老谭：叫我说，要是物业跟
业主签合同太麻烦，物业也应
该就此定个规矩：啥样的包裹
能收，咋收，丢了咋办——丑话
说前头，真出了问题才好解决。



河洛观潮

本期统筹：陈曦
联系电话：13526946841

本版由孙钦良工作室主办
■电子信箱：lywbpl@
163.com
■登录洛阳网（www.lyd.
com.cn）点击“网站投稿”
■信寄新区报业大厦《洛阳
晚报·河洛评谭》版

投稿方式

洛
浦
听
风

马
寺
钟
声

洛
谭
说
事

物业该不该物业该不该
替业主代收快递包裹替业主代收快递包裹

文凭岂能当奖品

︵
栏
目
主
持︓
王
博
东
︶

网购盛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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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物业服务
资源，此举不可取

老谭观点

□尔冬

乘 70 路公交车到新区，
车近市行政服务大厅时，驾
驶员叮嘱两位老太太：“下一
站就下。看见站牌没？从站
牌走，先往前，再右转，再往
前走……”

原来，两人要去市行政服
务大厅办事，只打听到乘坐70
路可达，但不知下车后如何走。

也许是很少到新区，听驾
驶员细细说了两遍后，其中一
人才恍然大悟地告诉同伴：“大
概知道了，在开元大道北边，离
喷泉不远……”

公交车上的小事让人感慨。
一则，要赞热心的驾驶员。

驾驶员没有为赶时间而对乘客
爱答不理，没有因不是分内工作
而敷衍了事，让人觉得温暖。

二则，每天乘公交车到市

行政服务大厅办事的人这么
多，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去，为什
么不在附近的公交站牌处设一
个引路的指示牌呢？

小小一块指示牌，能让人
免去找人问路的麻烦以及跑冤
枉路的烦恼。

这种指示牌在生活中其实
不少见，但多是饭店等经营单位
设的——道路一转弯就有一块
牌子，怕你走错路，怕你找不到。

做好细节文章，城市管理
者不妨向企业取经。

我们的城市正变得越来越
大、越来越美。城市的品位是
否让人赞许，环境是否宜居，人
们看的不光是楼高路阔，更是
细节上的表现力。

只有从“人”也就是城市居
住者的角度去管理和经营一座
城市，才能真正增强城市的宜
居性，进而增强市民的自豪感

和归属感。
诚然，“以人为本”的城市

管理理念很大，但绝不空——
它可以具体到每一名市民接触
的城市细节，在细节中反映民
生需求。把这些细节做好，能
体现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城市
也能获得老百姓打的高分。

洛阳发展天天有新篇，各式
各样的高楼、商业区、产业园不
断出现，亮丽的城市形象让市
民越来越爱呼朋唤友“来俺洛
阳转转”。

正因如此，我们更该重视城
市公共服务与管理，更重视为普
通人提供看得见、用得着的良好
工作、生活环境。

将城市的“面子”和“里子”
两手抓，将看得见的硬指标和
维系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两手抓，才能真正实现“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

城市品质，
小细节做出大文章

□忻尚龙

【新闻背景】据福建媒体
报道，中国羽毛球队男单一号
选手、两届奥运会冠军林丹，10
月17日领取了华侨大学的硕士
学位证书。有人质疑：林丹在
业余时间几乎不能完成学业，
他是如何拿下硕士学位的？（见
本报20日A16版报道）

作为世界羽坛的“大满贯”
选手，“超级丹”林丹具备超凡
的学习天赋与能力，以极高的
效率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业
并非不可能。

但当记者就林丹具体如何
完成学业提问时，华侨大学却
无法正面回应。

另外，有业内人士分析，
林丹作为国家队现役运动员，
常年处于高强度训练和比赛

中，在这种情况下，想利用业
余时间完成学业“几乎是不可
能的”。

如此一来，华侨大学为林
丹颁发硕士学历，其含金量令
人质疑。

质疑止于公开，如此遮遮
掩掩，没法不让人怀疑其中
可能有“猫腻”——学校想利
用林丹的名气，林丹想要学
校的学历，双方各取所需，相
互“贴金”。

我们担心的是，当学生的
名气可以变成砝码，能够用来
交换天平另一侧的学历之时，
大学的原则、价值、意义，将会
面对怎样的拷问？

把文凭当奖品，琢磨怎么
借用“明星学生”的名气来提高
自己的知名度，是对教育的公
正性和大学声誉的破坏。

其实，国家支持优秀运动
员“免试进高校就读”是一件好
事，能弥补他们早年没能接受
系统教育的缺憾。

但“免试就读”不能变为
“免试毕业”，“宽进”不代表可
以“宽出”。

对奔波于各种赛事和训练
之间的运动员，可以保留其学
籍，等他们退役后再回到校园
完成学业，真正把学业完成后
再拿证书。

“跳水女皇”郭晶晶曾于
200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至今未拿到文凭，
郭本人也表示“将抽出时间完
成学业”——这就是个不错的
例子。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把文
凭当奖品，对于任何一所高校
而言，都是自贬身价。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新闻背景】人社部社会保障
研究所所长何平日前做客人民网，
针对如何解决未来养老金缺口等
热点问题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
流。谈到如何弥补养老金的缺口，
何平认为有两个基本的出路：一是
增加个人缴费，把个人账户做实；
另一个是增加战略储备金。值得
关注的是，此前多方热议的延迟退
休方案并没有被列入其中。（10月
21日《南方都市报》）

最近不断有专家将延迟退休
称为“必然趋势”。延迟退休的目
的不难想见，就是要弥补养老金缺
口，晚给、少给缴纳社保金的人发
钱。因此，延迟退休的动议遭到了
绝对比例的反对，人社部官员也表
示延迟退休“远远没有达到马上要
出台政策的阶段”。

问题是，是否正因为延迟退休
不成，就要增加个人缴费呢？如果
增加个人缴费也不成，接下来会不
会降低养老金发放的标准？

众所周知，养老金之所以会出
现缺口，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个
人账户没能做实。换言之，大家的
个人账户里只有一个数字，与之对
应的钱却拿去兑付给现在领取养
老金的人了。

这里面有多少历史原因，我们
先不深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绝
对与现在缴费的这群人没有关系，
而他们不应该成为历史责任的承
担者。

更何况，就算不谈历史，现在
还有吃“财政饭”的庞大群体，根本
不用个人缴费也不用被社会统筹，
却能拿到最高数额的养老金。增
加个人缴费，等于是降低社保参保
的性价比，这只会愈发拉大养老金
双轨制的不公，与收入分配改革的
精神背道而驰。

显然，在不公平的养老金双轨
制被取缔之前，一切需要社保缴费
人作出利益牺牲的社保改革举措，
必然会遭到公众的反对。要弥补
养老金缺口，不能总是在维护既得
利益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迫使普通
社保缴费人作出利益牺牲。

所谓“基本的出路”至少还应
该有三个：一是大幅提高国企上缴
红利的比例并全额用于全民社保，
二是地方土地出让金必须有明确
的比例用于社保，三是地方财政收
入增长的部分也应该有明确的比
例用于社保。

此外，还应提高社保统筹层次、
社保投资收益等等——可以做的事
情很多，要缴费人作出利益牺牲，应
该放在“穷尽一切手段”之后。

弥补养老金缺口，
先不必掏个人腰包

微论撷英

内蒙古霍林郭勒因污染严重，
很难看到牛羊等动物，当地政府在
草原上放置了大量用白石膏制作
的牛羊雕塑。初一看，以为是营造
的作品……艺术源于生活，就会反
映出现实的荒诞；艺术是人来欣赏
的，就会反射出人性的棱角……真
希望，这仅仅是一件魔幻现实主义
的新时代作品。

——毕加索与牛（经理人）

这个时代正在失去的一份情感
是愤怒，流行的一种情感叫麻木。
看到那么多不公正的事情，开始习
惯性认为世界本来就是那样，只要
被伤害的人不是自己——或许第二
天能中个大彩、认个干爹甚至被不
知从哪里冒出的正能量感动。保持
愤怒有时就是保持希望。

——石述思（时评人）

公权力过多掌控资源配置、市
场机会不均等，正是导致收入差距
扩大的症结所在。大政府必然占
有大份额，迫切的问题是调节政府
与社会之间的收入分配，然后才是
政府转移支付形成的再分配。改
革的着力点应当置于深化市场化
改革，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
税改革以及强化权力制约的改革
上。过度依靠在劳动报酬为主的
常规收入上的再分配，不仅不能触
动既得利益集团，反而会伤害中等

收入群体。
——知名媒体人胡舒立日前

在《新世纪》上撰文谈道

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带学生登
山，谈起家在什么地方。大家随着
一个男生的手指，视线落到山对面
的信号塔上，到那隐约可见的信号
塔才是一半路程，他每次往返学校
需要步行将近5个小时。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曲子
镇许家河初级中学特岗教师韩东

近些年，在考文科的学生中，多
数的选择是：一经管、二法律、三新
闻。中文系在考生的志愿选择中屈
居于这三者之后，盖有年矣。考研
则是中文系优秀学生的一次“大逃
亡”，有机会进前三个专业读研的学
生，大多会脱离中文系，改换门庭。

——据《人民日报》报道，原清
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徐葆耕对中文
专业被冷落感到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