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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评谭
来稿请寄：lywbpl@163.com 一经采用，即奉薄酬

■洛浦听风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洛谭有话

看晚报，自本月18日起，我市部分
“民告官”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和审理。
排除地方干扰，确保司法公正——异地
审理的司法实践，理当给予期许。

权益受到侵害，公民诉诸法律维
权，本是法治社会的常态。在实践中，

“民告官”却被称为“拿鸡蛋碰石头”，面

临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等难题。究
其原因，不是法官不懂法，而是法官受
制于权力，难以放开手脚。

探索行政区划与司法管辖适当分
离，打通老百姓打官司的渠道，把权力关
进笼子，让法治为权利撑腰，既然“县法
院审不了县政府”，那就换个地盘审吧。

法治为权利撑腰

公务员这个职业终将归于平常？
河南省2014年公务员录用考试报

名工作结束，我市拟招录的367个岗位
吸引了19022人报名，相比去年338个岗
位吸引30123人报名的情况，“公务员热”
有所降温。晚报的报道，引发网友热议。

就今年的报考情况看，“公务员热”
真的彻底“退烧”了吗？@一页西国：这
只是今年的情况，谁知道以后会不会

“反弹”？@焕蓝冰释打趣道：就今年情
况看，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成‘公’上岸”
的概率更大了？

报考人数之所以大幅减少，是因为
招考比例让人望而却步？在@猫的嫁衣
看来，考上公务员的概率不亚于“中彩
票”。@starloveleaf21表示：都知道公务
员太难考，谁还会去挤这个“独木桥”呢？

有人认为，这是大家对公务员的认
知越来越理智了。@张栩翔：报考周期
长，时间成本高，还不如多投几份简
历。@边缘化眼光对此表示认同：就业

形势越来越严峻，相比于报考公务员给
别人当“炮灰”，还不如抓住招聘季的机
会找份工作更实在。

在不少人看来，“公家饭”不好吃
了。@刚毅 de 青松：伴随着空前的反
腐力度和不断完善的反腐机制，公务员
的“灰色收入”将逐渐消失。@陕西冯
燮补充说：当种种“特权”被遏制，对公
务员的管理更规范，公务员这个职业也
终将归于平常。

“公务员热”等来“退烧剂”尚需时
日。@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建筑工程
师：公务员应该甘当人民公仆，不应该
将考公务员视为发财的捷径。@小哲
儿这辈子要死磕英语建议，加快推行公
务员聘任制，彻底打破“铁饭碗”。@天
枰座的奶茶认为，当报考者都自愿选择
乡镇机关和贫困偏远地区的基层岗位
时，“公务员热”才算真“退烧”了。

（春兴 王斌）

龙门 站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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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五年制大专、中专、技校招生正在进行中

【新闻背景】有网民发布微博
称，82岁高龄的母亲去中国银行徐
州分行兑付18年前的定活两便存
单，存单尚在，却被告知“超过15
年的存款单就不好承认了”。该微
博引发众多网民热议。该行相关
负责人已上门向客户致歉，并表示
将对客户存单进行兑付。（8月24
日《京华时报》）

存单竟然会“过期”，银行此说
法跟坑蒙拐骗有何不同？好在此事
经传播，在舆论压力下成为公共事
件，银行方面 3 次登门向当事人致
歉。只是，如果不是举国关注，如果
老人在银行“自认倒霉”，这事儿就
真的“不好承认了”吧！

这些年，持“老存单”的群众遭
遇兑付难的情况，让契约精神大大

“受伤”。一张父亲遗留下来的
1000元定期存单，让河北省平山县
陈家峪村的陈兰平大爷奔波了8年
也没有兑付成功。如今，陈兰平身
有残疾，生活贫困，记性也越来越不
好，但他仍然在为这张存单四处奔
波求助。这是7月31日《燕赵晚报》
报道的一则新闻。无独有偶，湖北、
河南、吉林、安徽等地也都出现过

“老存单”难兑付的情况。银行翻脸
不认账，似乎成了很流行的一件事。

就法理而言，存单“老”，权责关
系“不老”。古罗马法谚有云：任何
人不得因自己之不法行为而获得利

益。在立法方面，有欧美国家将当
事人“不得因过错获得利益”确立为
一般原则。

就我国法律而言，经济合同法
第六条明确规定，经济合同依法成
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
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
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银行
与储户的合同关系，决定了银行不
得单方面以存款超期、利率过高为
由，拒绝履行储蓄合同义务。即便
存单时效超长，也应当根据储蓄管
理条例规定的“定期储蓄存款在存
期内遇有利率调整，按存单开户日
挂牌公告的相应定期储蓄存款利率
计付利息”来执行。合同在，规则变
更与否，不是银行说了算的。

这些道理，算不得新鲜。公众
既无须指桑骂槐地说银行业是暴利
行业，也不必祈祷服务价值归位。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金
融业的发展也将呈现新趋势和新特
征。利益也好，规则也罢，没有什么
是长生不灭的，轻飘飘一句话就剥
夺老百姓的存单兑付权，这样的“误
会”，仅仅是“误会”而已吗？

“老存单”为何频遇兑付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