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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洗碗筷不叠被子将被罚款 权力不能作恶 

　　家中被子未叠罚款
10 元、碗筷不洗罚款 10
元、蹲地用餐罚款 20 元。
近期，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普格县一份加盖
了村委会公章的《新农
村美丽乡村行动人居环
境罚款标准》在网上流
传，并引发关注。（2023
年 11 月 14 日 澎湃新闻）
　　村委会竟然充当起
“家长”的角色，开始
干预老百姓的家庭“内
政”了。不得不说，当
地整治人居环境真是整
到“家”了。
　　“我觉得很荒唐，
这事可以倡导，但不能
强制规定。我家里什么
样，那是我的自由，纯
粹是手伸的太长。”笔
者注意到，针对这种举
措，网上有支持和反对
两种声音，但反对仍是
主流。在笔者看来，管
理者应该是没有真正理
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内涵和意义，有矫枉过
正之嫌；动不动就巧立
名目罚款的做法更是不
妥，有辱“美丽乡村”
之名。

　　普格县文明办的说
辞是，应该是当地村规
民约的约定。那么村规
民约是不是也要以合理
合法和文明规范为前
提，要以广大老百姓的
利益为根本？根据《行
政处罚法》的规定，除
法律法规和规章之外的
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
立行政处罚条款和标
准。这些规定无疑对村
规民约的规定进行了限
制，对处罚的合理性、
合法性、有效性提出了
质疑。
　　因此，即便当地有
这些所谓的村规民约，
可以倡导大家遵守，但
不能用罚款的方式来处
理。一切打着“移风易
俗倡树文明新风”的旗
号，忽视人民群众感受
和利益的做法，都是背
离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的，都与改善
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
村的目标背道而驰，注
定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唾
弃和反对。
　　从网上公开的这份
《罚款标准》得知，主

要涉及的区域为：厨房、
卫生间、客厅、卧室、
院坝和入户路等。在笔
者看来，除了院坝和入
户路勉强可以算作影响
人居环境的公众区域
外，其他都属于村民的
“内务”，如果连他们
洗不洗碗筷，叠不叠被
子都要管要罚的话，那
这些所谓的“干部”和
“执法者”是不是吃饱
了撑的？再者说，那些
名目繁多的罚款项目根
本就不合理合法，村委
会更不具备执法和罚款
的资格。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
都知道，家里农活忙时，
谁不是早上起来连脸都
顾不上洗，谁家不是把
碗筷一丢就急着赶去地
里干活了？哪里还有时
间叠被子洗碗筷？又有
几个没有席地而坐、蹲
地吃饭过？谁家又没有
几处蜘蛛网呢？如果天
天都扫蜘蛛网的话，蜘
蛛在哪生存，家里的蚊
子谁来消灭？如果这些
都算是陋习的话，那动
辄就私闯民宅，就乱罚

款的行为又是什么呢？
难道反而是一股文明新
风吗？
　　“疯了吧？自己家
里的事儿还管？是不是
几点睡觉都要管，熬夜
也要罚款？”其实，笔
者也很不解，为什么他
们满脑子想的总是罚
款，而不是奖励，如果
碗筷每顿都洗会不会奖
励 10 元？不知道当地
的出行通道如何？孩子
们上学的桥淹了没有？
生产道路咋样？农田水
利设施咋样？农民收入
咋样？村干部是不是经
常去田间地头帮助村民
生产？与其费劲整那些
没用的花花肠子，还不
如把心思放在为老百姓
办实事上，多想想办法
提高老百姓的收入。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老百姓只有衣食无忧真
正富裕了，才有更多的
闲心和精力天天叠被
子……
　　移风易俗，破除陋
习，提高全民素质，改
善人居环境，促进社会
文明进步的初衷是好

的，但倡导者和实施者
也要尊重常识和当地的
习俗，更要遵纪守法，
率先垂范，不能以罚代
管，走向文明的另一端。
何况你们有什么权力不
征求老百姓同意就像土
匪一样进屋检查？哪条
法律法规可以支持你们
这样做？
　　无论是美丽乡村，
还是乡村振兴，都是靠
脚踏实地建设出来的，
不是通过罚款的形式来
约束的。一些地方类似
这种奇葩做法的举措还
有很多，说好听点是典
型的想做好一些事，却
又不想真出力，努力用
心去做，所以一罚了之，
简单粗暴，还根本不管
是否违法违规。要么干
脆压根就不想老百姓过
得好，胡作非为。
　　基层管理千万不要
剑走偏锋，该管的不去
管，不该管的偏要去管。
权力更不能以为民之名
作恶，这样的歪风邪气
一定要露头就打，坚决
及时制止。

■首席评论员 董哲

中华老字号，不可“为老不尊”
　　日前，商务部网站
发布《商务部等 5 部门
关于公布中华老字号复
核结果的通知》，将长
期经营不善，甚至已经
破产、注销、倒闭，或
者丧失老字号注册商标
所有权、使用权的 55 个
品牌，移出中华老字号
名录；对经营不佳、业
绩下滑的 73 个品牌，
要求 6 个月予以整改；
继续保留 1000 个经营规
范、发展良好的品牌。
被“摘牌”的中华老字
号包括北京雪花、天津
稻香村、重庆冠生园等。
(11 月 14 日 中国质量新
闻网 )
　　时代抛弃你的时
候，连声招呼都不会给
你打。这一次 55 个中

华老字号品牌被移出中
华老字号名录，实际上
不过是“无奈的清理门
户”，因为这些获得中
华老字号荣誉的品牌，
已经被市场所抛弃，别
说让老字号发扬光大
了，就是“养家糊口”
都成了问题，市场抛弃
的老字号，自然需要有
关部门书写清楚“生死
簿”。
　　中华老字号是我国
工商业发展历史中孕育
的“金字招牌”，拥有
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
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
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
好信誉的品牌。中华老
字号既有很高的经济价

值，也有丰富的文化价
值，商务部在 2006 年和
2011 年先后认定了两批
共 1128 个中华老字号品
牌。中华老字号的认定，
原本是一件好事，通过
给品牌注入含金量，让
品牌的价值更能熠熠生
辉，从而实现发展的金
光大道。这对于做大传
统品牌而言自然好处多
多。
　　有的被摘牌，有的
被警告，有的被整改，
有的被通报，一些中华
老字号为何现出了原
形？综合分析不难看
出，这些中华老字号存
在的问题是不小的。有
的中华老字号“倚老卖
老”，拿到了老字号的
名头之后，就不知道自

己是老几了，不能真心
参与市场竞争，处处显
现出“唯我独尊”的面
目，口味上不能迎合市
场，价格上还高高在上，
在营销方便更是什么事
情都不想干。这样“倚
老卖老”的老字号自然
会是“老气横秋”的，
市场不欢迎，消费者不
买账也就不奇怪了。还
有的中华老字号一直
“吃老本”，把中华老
字号的荣誉当成了功劳
簿，认为自己荣誉加身，
认为自己花环萦绕。这
份荣誉起初确实是一个
卖点，可是需要明白的
是，毕竟消费者买的不
是“虚头巴脑的荣誉”，
消费的是实实在在物美
价廉的产品。不少中华

老字号容易沾沾自喜，
却不愿意跟着时代的节
拍，口味等等已经跟不
上时代的诉求了，还依
然不去“老有所为”，
这样的产品谁喜欢？
　　“老字号”也需要
“发新芽”。优胜劣汰
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规
律。“老字号”唯有多
些新理念、新探索、新
前行，才能真正在新时
代里实现新成长，避免
一脸皱纹地进入“衰老
期”。“为老不尊”的
老字号，必然会被“大
浪淘沙”！

■郭元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