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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楼市有松动？
住建部副部长：没有！消息不准确

楼市有松动吗？住建部副部长倪虹3月23

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

没有，楼市调控不动摇，保持政策连续性。当被

问及确有城市有松动的现象，倪虹表示消息不

准确。而当被问及高房价问题是个问题吗？倪

虹摆手未做回答。 @国事直通车

□ 苑广阔

时事乱炖

别被“某某自由”背后的焦虑症裹挟

谨防超前消费
借贷隐患重重

□ 杨玉龙

热点冷评

手机是最新款，衣服穿名牌，什么时尚买

什么，面对着身边这样的年轻人，您有没有想

过，他（她）并不是富二代，反而可能是借钱花

的负一代？对此，法律及经济领域的专家发出

警示：对于一些90后来说，超前消费与过度负

债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需要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以免给自己的学习、生活带来压力。（3月

24日《北京青年报》）

规避超前消费借贷所带来的隐患，一则应

加强科学消费理念的培育。通过加大消费教

育和生命教育的力度，引导年轻人在敢于消费

的同时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念，如，在消费能力

允许的条件下，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

消费。唯有学会了科学消费、理性消费，才能

消弭乱花钱导致的“穷忙”，以及由此所造成的

贷款隐患。

二则网贷平台应承担起社会责任。诚如

有专家表示，网贷平台为了放贷，如果不择手

段地向年轻人传播“超前消费”等理念，虽然法

律对此难以干预，但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

显然有违商业伦理。故此，一方面既要加大对

违法违规借贷平台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以消

费贷、现金贷为主业的网络平台，当担负起消

费知识普及的责任。

三则需要社会福利的再完善。比如，年轻

人在学习、社交、恋爱婚姻、养老抚幼等方面，

面临许多刚需，但往往入不敷出，所以专家就

建议，社会应该给年轻人创造更多提高福利和

消费升级的制度空间。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无论是超前消费还是过度消费，有的时候

并不是某些人的初衷，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所

以，社会相关福利也亟待完善。

总之，超前消费或者借贷消费看似痛快一

时，更有可能是借款浇愁愁更愁。当然，造成

超前消费既有个人消费理念的问题，也与社会

大氛围有关，而要遏制其弊端终归要靠自己。

况且，从情理角度来看，年轻时攀比消费、过度

消费，既增加自身和家庭的债务负担，也可能

带来今后社会养老风险。故此，于个人更须学

会理性消费、科学消费才对。

微声音

怎么才能做到“无痛撕倒刺”？

倒刺一碰就疼，让人不由自主想去撕掉

它。但“十指连心”，贸然撕掉，不但会产生刺

痛，还可能引发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先用

40℃左右的温水泡手5分钟；再用锋利且清洁的

指甲刀从倒刺根部整齐地剪掉；最后涂一层护

手霜。 @生命时报

近日，山西一村庄出台“村规民

约”，12 条村规民约中有 9 条涉及处

罚内容，其中要求“外嫁女子必须迁

走户口”一事引发热议。随后，该村

村委会宣布对这一规定进行废除。

经了解，该“村规民约”被废除的原因

是不符合村民组织法，该村村支书也

被全镇通报批评。（3月22日中新网）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地

方也时有存在，如：四川省富顺县童

寺镇凰凤村曾经制订的“村规民约”

要求，违反“村规民约”者，轻者批评

教育，重则给予 100 元至 500 元经济

处罚，并在全村公告栏或者通过高音

喇叭等进行通报批评等等。这种做

法不仅超越了村委会的权限，也违背

了国家的法律法规。

合法的“村规民约”可以约束和

规范村民的行为，可以促进村里社会

风气的好转，是值得鼓励的。日前，

民政部等 7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

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

见》，提出到 2020 年全国所有村、社

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内容包括规范

日常行为，维护公共秩序，保障群众

权益，调解群众纠纷，引导民风民

俗。尤其要针对滥办酒席、天价彩

礼、薄养厚葬、攀比炫富、铺张浪费，

“等靠要”、懒汉行为，家庭暴力、拒绝

赡养老人、侵犯妇女特别是出嫁、离

婚、丧偶女性合法权益等突出问题，

对这些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抵制和

约束内容。村规民约的执行主要依

靠道德、舆论的力量，靠村民自觉遵

守。违反村规民约，主要是对其进行

批评教育，并辅以适当的经济制裁，

但不得滥用强制处罚，避免简单以罚

代教。

制定“村规民约”一定要依法依

规，因此，各地在制定“村规民约”时，

严格制定或修订程序，包括征集民

意、拟定草案、提请审核，报乡镇党

委、政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审核

把关；审议表决，提交村（居）民会议

审议讨论，根据讨论意见修订完善后

提交会议表决通过后执行。防止山

西这一村庄“村规民约”中出现“外嫁

女子必须迁走户口”等违反国家法律

的条款。

□ 胡建兵

“村规民约”不能任性违法

“你香椿自由了吗？”是的，你没

看错，这年头连买香椿都可以拿来

“炫富”了。这段时间，因为部分地区

香椿价格的走高，甚至达到一两百元

一斤，堪比龙虾的价格，“香椿自由”

这个新词便横空出世。一些网友表

示：难道所谓的中产焦虑，已经发展

到承包菜市场了吗？难道一定要让某

件特定物质，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水

平？（3月24日中国新闻网）

我们真的有必要为了几斤进口

车厘子，为了几把香椿而焦虑吗？笔

者以为，更多的情况下，这不过是在

网络渲染下刻意贩卖焦虑情绪而已。

从“车厘子自由”到“香椿自由”，

让很多网友真的以为别人想买多少车

厘子就买多少车厘子，想吃多少香椿

就吃多少香椿，进而感到自己与别人

的差距，产生某种焦虑情绪。但是扭

头看看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几个

人会经常购买几百元一斤的车厘子

吃？又有几个人会天天把香椿当菜

吃？不过是趁着当季买一把尝个新鲜

而已。再者说来，如果天天拿香椿当

菜吃，那种特殊的味道也没有几个人

受得了。

除了车厘子、香椿，网络上这样

的噱头还有很多。比如有些媒体或机

构煞有介事地制作出一张“消费阶层

表”，里面从低到高列出了所谓的“菜

市场自由”“化妆品自由”“学区房自

由”“出国旅游自由”等等。很多网友

明明收入尚可，日子过得踏实而幸

福，但是一对照这样的“消费阶层

表”，马上觉得自己活得太憋屈、太窝

囊，竟然连想吃啥菜就买啥菜的“菜

市场自由”都没有实现。

这不是纯粹的自寻烦恼吗？即

便你实现了最高等级的所谓“某某自

由”，就能够代表你获得比别人更幸

福吗？我们常说过度的攀比没有意

义，那么同样的道理，因为过度攀比

而产生的过度焦虑，非但没有意义，

反而害处多多。我们不反对人们追求

“某某自由”的终极自由，也就是“财

务自由”，但我们反对被这种人为炒

作出来的“某某自由”所裹挟，被焦虑

所裹挟，这样即便你实现了某个“自

由”，但焦虑仍旧会存在，永远会存

在，而幸福却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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