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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花篮背后的殡葬乱象：欢迎监督，更需实干整改

　　近日，一则关于济
南市殡仪馆天价花篮的
新闻引发了社会广泛关
注和强烈愤慨。四岁抗
癌小天使“小苹果”的
离世，本已让家人沉浸
在无尽的悲痛之中，
而随后曝出的 13800 元
天价花篮费用，更是在
家属的伤口上撒了一把
盐。这一事件不仅触及
了公众对于殡葬服务收
费的敏感神经，更暴露
出殡葬行业长期以来存
在的价格虚高、收费不
规范等深层次问题。
　　面对舆论的广泛
关注，济南市民政局
迅速回应，成立调查组
并表示“欢迎媒体和社
会公众进行监督”。这
一态度值得肯定，因为
它体现了政府部门正视
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

和勇气。然而，后续有
关媒体进行询问解决情
况时却一直未能得到答
案。舆论监督是揭露问
题、推动公正的重要力
量，它能促使社会机构
透明运作，保障公众知
情权。监督后的积极作
为尤为重要，它不仅关
乎问题解决，更体现了
对民众关切的回应与尊
重，是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公平正义的关键。
政府民政部门真正的挑
战在于如何将这种表态
转化为实际行动，在欢
迎监督的同时，更需要
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和
整改措施。
　　天价花篮事件的核
心在于收费是否合理、
透明。殡葬服务作为民
生行业，其收费标准应
当遵循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不得巧立名
目、误导消费。然而，
从此次事件来看，13800
元的花篮费用显然超出
了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
和承受能力，也违背了
殡葬服务的本质要求。
因此，调查组应当深
入调查该花篮的进货成
本、定价依据以及是否
做到了明码标价，确保
收费合理合法。
　　其次，殡葬行业的
监管力度亟待加强。近
年来，殡葬服务价格虚
高、收费不规范等问题
屡禁不绝，不仅损害了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
严重影响了殡葬行业的
整体形象。对此，有
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管和
整治，督促殡葬服务机
构严格遵守相关政策法
规，确保价格透明化、

规范化、合理化。同时，
还应建立健全投诉举报
机制，鼓励消费者积极
参与监督，共同维护殡
葬市场的良好秩序。
　　媒体和社会公众的
监督是推动问题解决的
重要力量。在此次事件
中，正是有了媒体的曝
光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才使得天价花篮事件迅
速成为舆论焦点，并促
使相关部门迅速介入
调查。因此，我们应当
继续发挥舆论监督的作
用，积极关注殡葬行业
的动态和问题，及时揭
露和曝光不法行为，为
政府部门提供有力的支
持和帮助，政府部门也
应当在舆论监督后积极
作为，早日规范行业乱
象。
　　欢迎监督不能只

是说说而已，更需要
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济
南市民政部门在表态欢
迎监督的同时，应当主
动与媒体和社会公众保
持沟通联系，及时通报
调查进展和整改情况，
确保监督效果得到充分
发挥。同时，还应加强
对殡仪馆等殡葬服务机
构的日常监管和检查力
度，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不走过场，使殡葬服务
回归其应有的庄严和尊
重。在欢迎监督的同时，
更需要实干整改，让殡
葬行业真正成为一个让
逝者安息、生者慰藉的
圣地。

■卢阳雨佳

卖过期葡萄酒被罚 5万，“小过重罚”要不得

　　在 2024 年 7 月 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
开“行政检察与民同行，
助力法治中国建设”新
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
表示，“74 岁个体经营
户曾某因销售一瓶 78 元
过期葡萄酒被罚款 5 万
元，这个案件是一个典
型的‘小过重罚’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
行政处罚应当遵循“过
罚相当”原则，行政处
罚所适用的处罚种类和
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

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
危害程度相适应。因此，
在行政执法中，我们既
要严格执法，更应认真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
规定。
　　此前，针对小商小
贩“小过重罚”的案例
不胜枚举。2022 年 8 月，
陕西榆林罗某夫妇销售
5 斤芹菜（售价 20 元），
但因芹菜不合格且票据
丢失，依据食品安全法，
被罚款 6.6 万元。同年，
福建闽侯张某帮助邻居
销售 70 斤芹菜（获利

14 元），而后这批芹菜
被检出农药残留超标，
张某被罚款 5 万元。且
因未按时缴纳，罚款加
倍至 10 万元，并被申请
强制执行。这两起案例
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过罚相当”的原则，
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张雪樵在新闻发
布会上指出，行政机关
对小摊小贩、小微企业
的行政处罚应当遵循
“过罚相当”的原则，

既要严格执法，更要避
免“小过重罚”。他强调，
检察机关将依法开展法
律监督，推动行政处罚
符合比例原则，确保“过
罚相当”。
　　因此，在具体实行
行政处罚的过程中。检
察机关不仅需要通过抗
诉、公开听证等方式，
来督促行政机关撤销不
合理的行政处罚，依法
准确合理适用裁量权，
确保“过罚相当”。同时，
检察机关还可以科学地
利用大数据来赋能检察
监督，提升监督的质量

和效果。
　　“小过重罚”大多
发生在食品安全等领
域，执法者往往从维护
公共利益出发，对违法
行为作出相对严厉的处
罚，但却忽视了执法过
程中的人情温度。对小
摊小贩这一群体来说，
温情执法、主动纠正不
正当执法，并对其进行
正确的引导，避免其经
受“小过重罚”带来的
风险，才是最大的解忧
纾困。

■陈佳佳

用“有限法偿”遏制大宗硬币恶意偿付

　　一起案件，一万元
欠款，一名男子选择了
“不走寻常路”的偿还
方式：用一毛硬币和零
散纸币凑数。今年 3 月，
这起执行案件引发了网
络关注，后续怎么样呢？
7 月 12 日，封面新闻记
者从成都市龙泉驿区法
院了解到，男子因消极
对抗执行，对其用大量
硬币支付案款的行为没
有合理解释，其行为已
经严重影响执行工作，
浪费了司法资源，给予
罚款 2000 元。（7 月 14
日 封面新闻）
　　这名男子为消极对
抗案件执行，开始动起
“歪脑筋”：既然法院
判决强制执行，我提来
的三麻袋硬币，既能算

是履行判决义务，也能
间接“折腾”法院的工
作人员。
　　事实上，用硬币支
付执行款，还给法院出
了一道“难题”。《中
国人民银行法》第 16 条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
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
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
收。这种“不走寻常路”
的偿还模式，法院不接
是违法，接了就相当于
接了“烫手山芋”。
　　只可惜，聪明反被
聪明误。这位男子拿三
麻袋硬币和零零散散的
纸币，来执行“交差”
任务，不仅会增加司法

机关的业务量，浪费掉
宝贵的司法资源，更为
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涉
嫌人为阻碍司法机关执
行职务。《民事诉讼法》
以及最高法《关于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
的规定（试行）》明确
规定，“以暴力、威胁
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
工作人员执行职务”，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
节轻重予以罚款、拘
留”。显然，当地法院
对该男子处罚 2000 元于
法有据。
　　现在的问题是，尽
管法院对这名男子实施
严厉的经济处罚，维护
了司法权威，但也应看
到，近年来，类似使用
大宗硬币支付执行款项

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
江苏无锡的小伙子章
林翔通过劳动仲裁获取
75000元的工伤赔偿金，
其中有 64000 元是重达
900 斤的硬币；又如，
广西北海一名男性被执
行人拎着 4 大袋硬币还
款等。
　　因此，国家立法机
关不妨引入“有限法
偿”，用精准的法条，
来破解类似“提三麻袋
硬币偿还一万欠款”
的行为。所谓“有限法
偿”，是指在一次支付
行为中，不能超过法律
规定的数量。我国澳门
1995 年颁布法令规定，
在任何支付中，不论有
关硬币之单位面额为
何，均不得强制任何人

接收 100 以上之硬币。
英国法律则规定，5 便
士及 10 便士的硬币，最
多仅可偿还 5 英镑以内
的债务，而 50 便士的硬
币，则最多可偿还 10 英
镑以内的债务。也就是，
超过法律规定金额的部
分，债权人可以拒绝接
受。
　　我国可以借鉴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实践
经验，制定出符合我国
国情的“有限法偿”的
法律条款以及实施细
则，从根本上解决恶意
使用大宗硬币的行为。

■吴睿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