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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被贷款”老问题为何久拖不决
  只是简单批判“内鬼”将“黑手”伸向弱势的农民，空泛而无

力。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何十多年的老问题，仍未能从制度上

堵住漏洞 ？

“三牛”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ox

  我们要深刻铭记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百年艰辛
历程，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
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永远
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
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
韧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摘自习近平2020年12月31
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We must remember the arduous
century-long journey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ir struggle to achieve national
independence，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national prosperity and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We must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ox in serving the people，driv-
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working tirelessly. We must con-
tinue to be careful，as we were in
the past，guarding against arrogance
and impetuosity，and continue to
fear no hardship and be enterpris-
ing，marching forward bravely on
the new journey of ful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and
m a r k i n g  t h e  c e n t e n a r y  o f  t h 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Excerpt from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New Year gather-
ing held by the National Com-
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n Dec. 31，2020.

本报评论员白田田

　　中国正在加快进入老龄化社
会，但新华社记者近期在北京、长
沙、南昌等地调查发现，多地都发生
了养老机构“跑路”事件，一些老人
数十万元的资金被卷走，而这些都
是他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保
命钱”。
　　这几年，“银发经济”快速发
展，各类资本争相进入，但养老行
业总体存在门槛不高、发展不成
熟、鱼龙混杂等问题。有的企业老
板动机不纯、实力不足，进入养老
行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圈钱”，而不
是真正想从事养老服务，“跑路”的
风险自然很大。
　　根据各地披露的案件，养老机
构已成非法集资、诈骗的高发地，
常见的套路有：以提供养老服务的
名义收取会员费、保证金，并承诺
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但实质是
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以销售产品如
会员卡、优惠卡等名义，让老人存
入一笔钱，以获得优先入住和打折
优惠资格；打着投资养老公寓、养
老院的幌子，以返本销售、售后包
租、约定回购等方式非法吸收公众
资金……
　　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了
对养老领域非法集资、老板跑路乱
象的打击力度，一批问题企业被逐
渐“挤出”市场，整个行业正在朝好
的方向发展。但是，如何防范风
险、加强监管、化解存量问题，如何
形成“莫贪养老钱，‘跑路’没出路”
的高压态势，还需进一步下实功
夫、细功夫。
　　具体来说，“事前”要加强消费
教育和投资预警。如今，在“放管
服”改革的背景下，养老机构的设立由审批制变为备案
制，帮助老年人“擦亮眼睛”、提高辨别能力显得尤其重
要。一些地方探索“白名单”制度，定期更新已备案的
养老机构，并在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起到了引导
老人慎重选择、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的作用。
　　“事中”要用好技术手段，实行综合监管。对于会
员制等高风险的收费模式，可以采取很多技术手段，比
如通过商业银行第三方存管的方式确保资金管理使用
安全，要求收费额度原则上不能超过经营者可抵押物
估值，且不得投资风险行业等。这些举措的关键是要
严格执行、落到实处。
　　部分所谓的养老新业态公司选择以地产、金融、文
旅的名义登记注册，“绕开”在民政部门的备案流程，容
易成为监管盲区。对此，各部门要避免“踢皮球”，而应
该积极主动作为，建立民政、公安、市场监管、卫健、消
防、税务等部门联动、数据共享的综合监管机制。
　　“事后”要惩戒有力、形成震慑。对于老板“跑路”
的养老机构，老年人及家属最为关心的是：老板能否尽
快归案？已投入的钱能否追回来？从现实的案例来
看，不管是涉嫌诈骗还是民事纠纷，维权之路都是漫长
而艰难的。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打击、追缴、惩处力
度，落实信用约束、联合惩戒等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
例，让养老机构的经营者“不会跑、不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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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山西娄烦县农
民李建东发现其子从 2012 年开始“被贷
款”155 万元，成为“百万负翁”，目前仅利息
就有 77 万元。经调查发现，这是信用社信
贷员的“内部操作”。这一农民“被贷款”事
件，再次敲响涉农信贷风控警钟。（相关报道
见 9版）
  又见农民“被贷款”，又是“内鬼”操作。检
索相关信息可知，农民“被贷款”其实是个老
问题。近年来，山西大同、临汾、河北保定、江
苏灌云、黑龙江巴彦、河南禹州等地屡屡曝出
农民“被贷款”事件，少则涉及几人，多则波及
数百人，最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

  只是简单批判“内鬼”将“黑手”伸向弱
势的农民，仅问责金融机构内部信贷员的
违规操作，恐怕是一叶障目，遮掩了涉农信
贷风控的问题。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十
多年的老问题至今还在发生，还没能从制
度上堵住漏洞？
  从执行到审核、从管控到监督，到底哪
个环节还有漏洞？为什么“被贷款”事件，集
中发生在农村？类似事件频发，涉农信贷问
题流程上是否存在明显漏洞？近年来，该问
的问题都问过了。难道是农民“被贷款”问
题的作案手段升级了吗？防堵更难了吗？然
而，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报道中，山西娄

烦县农民被贷款事件中，当事人的信贷档
案，里面夹杂着很多虚假材料，破绽百出的
信贷材料竟然也能顺利过审。可见依然是
信用社内部流程这个老问题。看来某些地
方农村金融机构并未把这十多年来屡屡发
生的农民“被贷款”当回事，更没有从这十
多年来的案例中汲取教训。
  此前，记者在贫困地区采访时发现，由
于农村信用社地处农村，直接和广大农民
打交道，不少农民对农村信用社和工作人
员有天然的信任感。信任，部分原因是基于
脱贫攻坚中出台的各类贴息的惠农助农贷
款。这些惠农助农贷款，帮助解决了贫困户

贷款抵押物少、贷款难的问题。
  然而，有个别农村信贷机构的“内鬼”正
是利用了这种信任，加之农村信贷审核流程
相对不严格，借此钻了制度漏洞，套用农民身
份信息，行不法之事。不仅伤及农民切身利
益，更损害部分涉农信贷机构的形象和声誉。
  农村信用社等基层中小银行是农村金
融的主力军，是联系农民的重要金融纽带，
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着天然的紧
密联系，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人缘优
势，更好地化解广大三农主体融资难问题，
为乡村振兴贡献金融力量，而不是让农民
莫名成为“负翁”的帮凶。
  希望本报报道的这起农民被贷款问
题只是个别事件，但对隐藏在背后十多年
未解决的老问题，希望各级涉农村金融的
机构瞪大眼睛，深入自查自纠，堵住制度
漏洞，严格信贷审批流程，别再让农民“被
贷款”反复上演。

从大连“涉疫误会”品读感恩与提醒

本报评论员关桂峰

　　“约吗？不约。”“聚吗？不聚了！”最
近，为严防冬季疫情反弹，一些地方推出

“非必要，不离开当地”的措施，不少人取
消了聚会、聚餐的打算，一些单位公司也
都取消了开年会、办晚会的计划。
　　不见不等于不念，聚少情不减。只有
每个人都加强自我防范和行为约束，大家
才能平安度过这次冬季疫情的考验。
　　在北京，1 月 1 日确诊的网约车司机
曾与去年 12 月 28 日的确诊病例聚餐，一
次聚餐已有 3 人确诊。去年 12 月 27 日的
5 例确诊病例与 12 月 25 日确诊病例之间
互为亲友关系、涉及 3 个家庭，还曾在一起
聚会或一同购物。随着春节临近，大家走
亲访友、聚会聚餐的意愿增强，但是此刻最
好的关爱或许正是少见面、不见面。
　　目前，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已出现多
点散发零星病例状况，截至 1 月 2 日，全国
共有 41 个中风险地区，疫情防控面临重大

考验。元旦刚过，春节将至，全国范围内人
员的流动和聚集越来越频繁，增加了疫情
传播风险，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
　　也许拼过 2020 年的你，终于盼到了元
旦、春节，可以串串门、会会友、聚聚餐，加之
很多人鼠年春节就没有回家团聚，今年自然
希望能在假期团圆，这些都能理解。但是，
没有每个人的自觉付出，即便有再严密的防
范机制，再精准的溯源，也难防疫情侵入。
　　在精准溯源、全力处置的同时，北京明
确“原则上不举办各类庙会、体育赛事等大
型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离京，非必要不
出境，建议市民朋友在京过节”；要求公园
景区坚持“限量、预约、错峰”；严格文化娱
乐场所流量管控，按 75% 限流开放演出场
所、娱乐场所、网吧、电影院；加强商超餐饮
场所客流疏导等举措减少人员聚集……
　　减少人员流动、减少旅途风险、减少人
员聚集……“不约”，就是要降低活动强度，
这是从源头降低疫情风险最有效的措施。
　　当前，全球疫情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去年 12 月中旬以来，平均每日新增病例
超过 64 万。一些西方国家在感恩节、圣
诞节期间，因人员往来频繁、人员聚集增
多导致疫情反弹加重，就是前车之鉴。而
且“两节”期间，境外疫情呈现高强度流行
态势的可能性很大，我国面临的疫情输入
风险依然显著。
　　中国抗疫取得了战略性成果，积累了
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这些措施我们还
要坚持不懈做下去，坚持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将疫情控制在早期萌芽
中。每个人为自身的健康安全负责，就是
为抗疫大局负责。
　　过去的 2020 年，感动、泪水很多，平
安、笑容弥足珍贵。仍须谨记：防护不能
松，口罩不能丢，洗手不能忘，人多的地
要少去。目前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但我
们必须继续保持清醒头脑，要充分认识
到病毒传播风险随时随地存在，对疫情
的战斗还未结束，要绷紧防控之弦，坚决
打赢这场疫情歼灭战。

不约不聚，从源头降低疫情风险

吴聚云

  自 2018 年
力推殡葬改革以

来，我老家的村民已认识到遗体火化是大势所趋。哪
家有人去世，都会主动联系殡仪馆。
  不过，虽然全县农村建设了 40 余处公益性墓地，
却很少有人将亲人的骨灰盒葬入公墓。因为很多群众

“入土为安”的思想较重，将逝者火化后，仍会将骨灰盒
装入棺材土葬。
  和村民谈及殡葬改革，有人说公墓离家较远，不
方便祭祀，而且多数公墓建得很仓促，比较简陋；还有
人说，有些公墓很容易被撬开，担心亲人的骨灰盒被
人盗走去配“阴亲”。
  有人建议每个村建一处两层或三层的骨灰纪念
堂，能安放几百个骨灰盒。可以像建祠堂一样，把骨
灰纪念堂建得好一些，并引导大家改变观念。骨灰
由“入土”变为“入堂”，一家人的骨灰盒可像祖坟一
样放在一起，使大家觉得有归属感。这个建议不错，
既便于祭祀，又有超越传统的深厚意义，群众也易于
接受。
  至于建立骨灰纪念堂的资金，有集体经济的可根
据实际情况部分或全部出资；没有集体经济的，可由
群众集资，上级政府根据殡葬改革有关文件精神，尽
可能给予相应的扶持。
  农村殡葬改革是移风易俗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乡
风文明的“牛鼻子”，既要考虑节约耕地、节省费用，又
要易于群众接受，便于祭祀。建立骨灰纪念堂的建
议，或许值得考虑。

■征稿启事
  为体现开门办报，《新华每日电讯》“草野·宇下”栏
目长期征集读者来信。我们期待收到来自不同地方的
中国故事，倾听来自不同行业群体的声音，尤其欢迎来
自基层的生动细节，反映时代进步的细微变化。愿用
我们有限的版面，撑起一方公民发言的舞台。
  邮箱：xhmrdx@163.com。来稿请注明“草
野·宇下”，请勿使用附件。

“入土”能否改“入堂”

  希望敬医护医不只是特殊时期的一种功利行为，而是真正

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继续用实际行动尊重医护、信任医护、关爱

医护，共建医患和谐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正在全力防控散发新冠疫情的大连市，
遭遇了一场误会引发的舆论风波：1 月 2 日
有网友反映，当地用一辆货车将 20 多名医护
人员和志愿者，拉到某社区给市民做核酸检
测。一时间，网民不高兴了，愤愤不平纷纷吐
槽。大连市金普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调查核
实后发现，这只是一场误会。实情是当时有
21 名志愿者（无医护人员）计划去 300 米外
的社区协助核酸检测，其中一名志愿者提议
志愿者们乘坐其货车前往，以节省体力和
时间。
　　真相大白，误会解开。在这场“涉疫误
会”里，没有医护人员，更没有“亏待”医护人
员和志愿者的情况，只有一群穿着防护服、

自发参与抗疫的热心志愿者。不过，我们
从网友的误会甚至愤怒里，能够感受到一
种真真切切的变化——— 经过众志成城的
疫情防控阻击战之后，敬医护医已成为人
们的思想自觉，生怕委屈了我们的白衣
天使。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
行。”过去这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白衣
天使逆行出征、冲锋一线，与病毒作战，与
死神抗争。他们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
苍生，在医院、在红区筑起守卫生命的铜墙
铁壁。历史将永远铭记义无反顾“以命搏
命”的白衣天使，他们成为公众信赖、敬仰

的平凡英雄群体。
　　经历大灾大疫，中国人更懂得感恩
和珍惜。疫情期间，有人自发组建车队
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有人募捐爱心资
金给医院赠送防护服，有人在援鄂护士
离开之际用朴素的跪谢表达敬意；在疫
情防控渐趋平稳后，我们见过很多小朋
友做完核酸检测之后向医护人员鞠躬敬
礼，见过食客默默为吃饭时偶遇的护士
买单……
　　以此来看，网友误以为大连有关方面

“亏待”医护人员而不满，折射感恩医护已
成美好风气，同时也是一种提醒。在很多

人眼中，防护服已经成为医护群体的身份
标签，它勾连着太多感人至深的抗疫故
事，也凝聚着太多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
大家希望这些“平民英雄”被尊重、被关
怀，不能容忍“为我们拼过命”的白衣天使
被亏待。
　　对网民的这种提醒，正确的态度当然
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同于一年前的
武汉，现在虽然疫情仍在一些地方散发，但
我们防控措施更加精准、科学，防控条件也
今非昔比。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吃住行，
应该是有充分保障的。希望各地政府考虑
得更周密、更暖心，让仍然奋战或在备战的
医护人员无后顾之忧。
　　疫情终究会过去。希望不管任何时
候，我们都能记住抗疫时期的感动，记住医
患之间可以和谐到何种程度，记住我们与
医护人员一起创造的奇迹，继续用实际行
动尊重医护、信任医护、关爱医护，共建医
患和谐。

　　据新华社南昌 1 月 3 日电（记者
李美娟）为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竞争
活力，营造包容有序的营商环境，江西
省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管裁量权，积极
探索建立免罚清单制度，让企业感受

“有温度的执法”。
　　江西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处处长熊胜介绍，一些中小企业在经
营活动中发生轻微违法行为，既非主
观故意，也未造成较大影响，可一旦被
罚，就会留下“信用污点”，影响企业后
续融资和上市等。行政执法免罚清单
制度有助于行政执法刚柔相济。
　　江西省已有多地在探索建立行政
执法免罚清单制度。新余明确对 37
种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予行
政处罚。宜春市也明确对 69 种企业
轻 微 违 法 违 规 经 营 行 为 免 予 行 政
处罚。
　　据介绍，免罚清单制度不是简单
免罚，还要求行政执法单位通过批评
教育、指导约谈等措施，促进经营者依
法合规经营。

“有温度的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