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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空调免费维修，十年如一日
为了让广大格力空调用户，特别是已经

过了6年包修期的老用户，更好地使用空调，
从2002年起，格力空调开始在安徽全省范围
内推广免费维修月活动，目前已经连续开展
了19次。每年活动开始前，安徽格力公司都
不计成本的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上广泛
告知，让用户深入了解格力的温馨服务。另
外，公司还对执行上门维修人员进行统一培
训，完善的检测项目和高标准的服务质量，不
仅为格力赢得了市场，更赢得了一大批忠诚
的用户。

免费维修，是承诺更是信心
业内人士分析：空调的使用寿命一般为

6-8年（格力空调6年包修，不花1分钱），过了
包修期的空调出现故障的几率比较大，维修
成本较高。格力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已经
有 1.7亿名用户，仅安徽区域保守估计也在
600万台以上，即使是0.1%要维修，其维修成
本也极高，敢于承诺免费维修，是需要勇气的
（目前安徽区域仅格力敢于作此承诺）。

实际上，格力空调由于在出厂前就已经
经过了千锤百炼，包括风吹、雨淋、霜冻、高温
等各种极端条件下的检测，寿命远远高于普

通品牌。使用格力空调6年、8年、10年，未出
现一次故障的举不胜举。在今年格力举办的

“20周年品质见证大使”活动中，1996年11月
18日之前购买的格力空调，迄今仍然正常使
用的用户高达13000多名，其中最早的一位用
户使用时间达到25年，运行效果良好。

“U酷之夜感恩一周年抽奖活动”获奖名单出炉
2010年11月19日，格力空调“星耀中华·

U酷之夜”国际巨星超级演唱会在合肥市体
育中心隆重举行，吸引全省乃至全国的关
注。如今“U酷之夜”迎来了一周年，为了兑
现对近6万名现场观众的承诺，11月26日，格

力公司在合肥滨湖旗舰店举行了“凭演唱会
票册，抽U酷大奖”活动，现场抽取了5名大
奖，这5位观众将喜获格力U酷变频空调26
机1台。

5位喜获格力空调U酷大奖的观众票册号
分别是，第一位：0046616；第二位：0032531；
第三位：0007488；第四位：0020316；第五位：
0003215。

以上观众请注意：请您在12月 10日之前，
拨打0551-2666666进行预约，并持身份证、U
酷之夜演唱会票册原件，到安徽格力公司兑
奖（过期作废）。

格力空调第20届免费维修月仅剩最后2天
——“星耀中华·U酷之夜”超级演唱会“感恩一周年抽奖活动”获奖名单出炉

随着气温的持续下降，格力空调第20届免费维修月也进入最后的阶段。广大格力空调用户，特别是过了6年包修期的老用户，请抓紧时间开启家中空调运行半小时，如遇故
障，请拨打格力空调全省统一服务热线：0551-2666666，我们将依次上门为您服务，

免费维修月期间（11.1-11.30），上门费、维修费、因维修而产生的拆卸组装费均不收取，维修所需要的材料可由用户自行购买，目前活动仅剩最后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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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出国考察
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狂欢

金戈

“放屁，给钱贿赂我，我就给你

办。”“乱就乱，叫他们别上学。”“豆

腐渣是我最喜欢吃的菜。”

——江西鹰潭的龙虎山政府网

民意信箱内，工作人员在答复民意时

频爆雷语。

“内部待议稿上显示，巴氏奶标

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

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

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我至今也没

有明白，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其

中一些关键性标准，最后为什么会被

推翻？”“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

“说了有什么用？”

——几位参与乳品标准制定的

专家的感慨，让人们对国标是否遭到

企业的绑架产生疑问。

记者从四川宜宾市城管执法局了解

到，该市选拔的70名曾受到省、市表彰的

优秀环卫工人已于 18 日起分 4 批前往新

加坡考察学习。（11月28日《人民日报》）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他们的辛

勤劳动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是无可

置疑的。不过，冷不丁出现一条环卫工出

国考察的新闻，笔者还是感觉错愕不已。

相信很多人有与笔者相似的疑惑，笔

者认为环卫工出国考察不能成为少数人

的狂欢。否则纸面上的幸福会成为现实

中的两级分化，对解决环卫工工资待遇低

的问题难有裨益。

要消除担忧，首先评选要透明化。所

谓透明，是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而不

受一些外来因素的干扰。目前的各种福

利出国考察，每次刊登出来，都会面临“福

利黑幕”的质疑。新闻中对选拔出来的环

卫工也语焉不详，这难免让福利考察这一

屡受诟病的福利模式再次陷入信任危机。

其次，评选要民主化。上级拍板并不

能决定一名环卫工是否优秀，群众喜欢，

才算成功。特别是对于“环卫工”这个历

来与所有人息息相关而又被避而不谈甚

至略有鄙夷的职业，让民众真正地参与进

来，评选才有意义。

与出国考察相比，提高一下环卫工平

日里的福利待遇，更能提高广大环卫工的

积极性，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总而言之，正确对待环卫工、提高一

线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不能抛出一个

选拔式的福利待遇就能“万事大吉”。需

要的是分配机制的公平合理，让广大劳动

者共同富裕起来。

11月27日，温家宝出席全国妇女儿童

工作会议。他称已责成有关部门在一个

月内迅速制定校车安全条例，抓紧完善校

车标准；做好校车工作所需资金由中央和

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要明确地方政

府和部门责任，严格责任追究制，对发生

的恶性事故要依法严肃处理。（昨日本报

10版）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校车安全事故已

成为人们不忍面对又无法回避的社会之

痛，尤其是随着学校教育撤点并校的布局

调整，校车的需求量、规范度和安全性更

成为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如果说重视

不够、车况参差、超速超载和监管不力等

是造成校车安全事故多发的人为因素，那

么管理制度的严重滞后就是校车安全的

机制诱因。因此，只有将对校车的安全管

理上升到法律约束的层面，才能“引起人

们的重视，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

律的生命力在于忠实践行。遏制校车安

全事故频发，不仅渴望有法可依，更有赖

于执法必严。人们期待着《校车安全条

例》的早日出台，更对其切实发挥法律效

力寄予厚望。 张玉胜/文 王雪/图

“校车安全”入法值得期待

事实上一些民企短命生存，恰恰是

企业为了发展而选择的另一种方式，是

赚取利润的措施。一些民企、尤其是非

生产类中小民企为了降低经营成本，降

低办公场所租金，不断更换办公地点，

以及企业不时调整发展战略，更换企业

的经营项目内容，从而不断地注销和注

册企业执照，形成注销执照——注册新

执照——注销执照的循环。其次，一些

民企为了享受各地政府推出的招商引

资提供的优惠政策，不断变换门头，注

销掉起家的老企业，重新注册成立一

家新企业，甚至是在海外地区注册成

外资企业，实际上包括一些大型民企

也有这种做法，在香港和太平洋岛国

注册。再者，不少民企在起家之时或

多或少存在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一些

民营企业家为了清洗身上的污点和洗

刷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也采

取企业短命的方式，制造企业破产假

象，注销起家企业，重新注册新企业，

重 新 做 人 ，发 展 清 清 白 白 的 新 企 业 。

民企短命的这一方面，有关部门和社

会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估。

可以说，纵然一些民企短命，一些

企业执照没几年就注销掉，企业表面上

破产了，但是企业老板并没有破产，变

换的是企业执照，不变的是企业老总，

这才是某些民企短命的真实情况。

何勇

民企短命也是赚钱招数

民营企业或是某些地方小国有企业转

为民营之后，何以迅速蹿红又同样迅速萎缩

倒闭，据笔者分析，不外乎是“营养不良”。

首先是经营者急功近利目光短浅，

缺乏长足发展信心且缺乏诚信。其次

是，注重制造忽视研发，很多民营企业

主，在发现自己的产品市场旺销之后，不

是将积累资金用于对新产品的研发开

拓，而是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扩张，使

得家底薄弱，扩张后的企业一旦出现产

品积压，便陷入泥潭。再次，民企投机心

理远大于守法经营，我们的市场经济起

步较晚，而相对于民营企业的法律法规

也是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不少民营企业主

守法经营的意识比较差。实际上，我国的

民营企业本身起步就很晚，民营企业主

对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毕竟还需要一个

熟知过程，平均寿命不到美国民营企业

的十分之一，也不值得过于大惊小怪。

还应看到大多的民营企业主原来都是农

民出身，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某些“小农经

济”意识，如同现今某些地方蔬菜滞销实

际上是一个逻辑，既需要政府多方面的

服务和引导，同时也需要广大的民营企

业主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进行摔打和实

践，在增加自身营养的同时提高抵御市

场风险的实力和能力。还应看到，民营

企业虽然一批批“夭折”，但新的更具有生

命力的民企也在一批批涌现，更不乏有很

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已经经受住了市场的

考验，在发展，在壮大，民营企业均寿短

暂，或许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

个不可绕过的短暂伤痛吧。 朱永华

民企均寿不足3岁在于先天性“营养不良”

七嘴
八舌

昨日，由中国市场学会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中国企业

权益保护高峰论坛在广州召开。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建伟透露，中国民营企业平

均寿命仅有2.9年（11月28日《广州日报》）。

民企均寿不足3年，原因何在？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11月28日，广电总局下发管理办法，

要求全国电视台自明年1月起，每集电视

剧中间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今

日本报C2版）

事实上，在当今商品经济时代，广告

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在笔者看来，在电

视剧中植入“软广告”，只要不影响剧情

的发展，让观众看不到广告的蛛丝马迹，

未尝不可。比如电视剧《流星雨》中的一

辆跑车，即便是某一品牌，也十分正常，

要说是在为其做广告，也是一种“软广

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用任

何跑车做道具都会涉及一种品牌，总不能

为了避嫌，让电视剧去封杀所有跑车吧？

张西流

不妨用“软广告”
医治“插播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