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班！加班！加班！对于身在职场的人而言，绝
对不会对它陌生。对于很多公务员而言，加班更是
家常便饭。那么，对于公务员的加班，法律是怎么
规定的呢？

我国《劳动法》不适用于所有劳动者。根据原
劳动保障部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公务员和比照实行
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
不适用劳动法。《公务员法》第七十六条明确，公务
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
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

相应的补休。关于公务员加班未能补休的，是否要
发给加班工资，当时立法过程中，有人认为要体现
按劳分配的原则，加班不补休的应当发给加班补
助；有人认为，公务员是人民公仆，加班不宜发给
加班工资，并且机关中的各种加班情况很复杂，不
好认定哪些是确有需要的加班。

总的看，这个问题法律并未规定，加班未予补
休是否发给加班工资，要视实际情况确定，对于为
完成明显超过正常工作负荷的加班，又不能补休
的，应有补偿。这需要政策法规予以进一步明确。
（9月2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 漫 画

国庆节前夕，多名游客向《问政江西》求
助，称在庐山旅游购物时遭遇店家价格欺诈、强
买强卖，原本8元一斤的草药“阳元草”，打成
粉末后却变成了8元一克，有游客拒绝付钱被威
胁“不付钱让你爬不出庐山”，最终被迫刷卡付
了2280元才得以“脱身”。虽然这名消费者最终
获得了退款，但他表示，对庐山乃至整个江西省
好印象因此打了折扣。（9月24日《法制晚报》）

市场经营讲求的是自由买卖、公平交易，最

基本的经营之道就是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尤其
对于仰赖过往游客的旅游购物，更需商家以招徕
“回头客”的薄利广销占领市场、赢得竞争。希
冀靠“宰客”发财的一锤子买卖，不仅是只顾眼
前、罔顾长远的急功近利，更是自砸招牌、自毁
“钱”程的自残自杀。8元一斤变8元一克的翻云
覆雨，商家显然悖逆了诚信经营的市场原则，构
成了对商品价格的隐瞒欺诈，理当受到问责严
处。

国家发改委在其出台的《禁止价格欺诈行为
的规定》中有明确界定：“价格欺诈行为是指经
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
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
进行交易的行为”。而人们对这种以忽悠手段玩
价格“变脸术”的深刻认知，莫过于两年前的那

场“38元大虾”风波。只不过是如今的庐山草药
欺诈案，是把当年“青岛大虾”玩将“份”变
“只”的游戏，改为了由“斤”变“克”，两者
异曲同工的欺瞒手法如出一辙。

如果“8元1斤变1克”的价格忽悠就此打
住，商家继续以哄骗手段达成交易，此案或可定
性为“价格欺诈”，可以依照国务院《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视情节对其施以5倍以下
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可
事件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在商家发出“不付钱让
你爬不出庐山”的威胁中完成了交易，这显然超
出了“价格欺诈”的范畴，不无“敲诈勒索”之
嫌。

我国《刑法》把“敲诈勒索罪”界定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

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该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
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而最高法在对相关认定标准的
释法文件中，则将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概念，确定为“以一千元至三千元为起点”。而该
商家以“托”哄骗及9月9日让周先生交钱走人的事
实，或可成为治罪依据。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以“价格
欺诈”宰客的最大杀伤力就是对当地旅游形象的
负面影响，而“不付钱让你爬不出庐山”的有恃
无恐，其戾气当缘于当地政府及主管部门的监管
不力和处罚缺位。十一黄金周在即，莫让国人将
“价格欺诈”误作庐山真面目而停下到此一游的
脚步。

鲍鱼、牛蛙、小龙虾、水果……月饼你吃什
么馅儿？中秋临近，在朋友圈、各大购物网站
上，一些打着“养生”招牌的“网红月饼”开始
走俏。（9月24日《北京青年报》）

这两年，在微信朋友圈、各大购物网站上走
俏、火爆的“网红月饼”很不靠谱，打出的“养
生”招牌都只不过是一种忽悠消费者的噱头。从
“网红月饼”的昂贵馅料的配比来看，所谓的鲍
鱼、中草药等馅料所占比例非常少，甚至可以忽
略不计。正如一些消费者所言，吃“养生”的
“网红月饼”，跟平时吃包子没什么区别，那些
打着“养生”招牌的“网红月饼”，跟很多电视
台上推销的保健品一样，都是在进行虚假宣传。

但“网红月饼”不靠谱没关系，关键是监管
要靠谱。首先，完善月饼标准，让各类创新月饼
有标准可依。不管月饼如何创新，使用何种馅
料，对于馅料的配比应当要有一个标准，特别是
要有最低比例标准，不能闹出有点鲍鱼味的月饼
就叫鲍鱼月饼的笑话。月饼馅料的创新，不能变
成欺诈消费者。其次，加强对“网红月饼”食品
质量安全的监管。不管通过什么渠道销售月饼，
月饼都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的食品安全标准，这是
底线原则。其三，规范“网红月饼”的广告宣传
行为。对于存在涉嫌虚假广告、虚假宣传的不靠
谱“网红月饼”，工商部门必须根据《广告法》
的相关规定依法惩处。

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身边以“飞机+租车
自驾”、“火车+租车自驾”模式度假的朋友非常
多。但是，大家都遇到机票加价、火车票一票难
求、酒店客满的情况，就连提前一个多月预订租
车，价格都是平日价格的两倍。而最近，李先生
帮同事预订时，汽车的日租金已涨5倍，租车公
司还说：“再不订，不保证还有车。”（9月24日《北
京青年报》）

黄金周，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
机会；另一方面也带火了旅游经济。旅游经济
节节攀升虽好，而一些借机的涨价潮也有些让
人消受不起。比如这租车市场，“涨”是普遍
现象，以记者的采访为例，西安咸阳机场租
车，雪佛兰科鲁兹的价格为424元／天，是淡
季的5 . 57倍。而且，国庆期间多数租车公司
拒绝一日短租。

与租车市场相似，一些行业也借机“涨”势
不停。比如，一些地方的“黄金”房型国庆期间已
经出现一房难求的火爆场面。无论是走精品、特
色路线的度假酒店、高星级酒店，还是具有地方
风情的特色民居客栈，也搭上了价格上涨潮。当
然，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景点特色服务，也会

“涨”得出乎你我所意料。
一些行业尽管是充分的竞争市场，政府并

不干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权漫天要价。必
要的价格规矩还是应该遵守的。更何况，一些服
务行业虽有自主定价权，但是相关的行业协会

应该发挥作用，制定行业自律来指导价格体系。
高不可攀的不靠谱价格，不仅让消费者难以承
受，更会做成一锥子买卖，毕竟，消费者心里有
谱，不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也提醒价格监管部门，有必要做好黄金
周的价格管控工作，比如，提前召开价格提醒告
诫会，要求各行业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杜绝价
格违法；通过加强市场价格监测及时预测预警，
加大监督检查和巡查力度，加大价格信息发布
和宣传力度等，以正确引导市场价格预期，确保
黄金周期间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

黄金周是一块“蛋糕”不假，但这块“蛋糕”
要吃出滋味，就不能太短视。价格攀高，自然能
够使自己借机小发或大发一笔，一旦价格涨得
太离谱，一则消费者不满意；二则也会扰乱正常
市场经营秩序；三则对自己的生意未必有好处。
毕竟，货不真或价不实，都会让消费者“长记
性”，吃了一次亏，就不会上第二次当，于商家岂
不是断了财源。

故此，黄金周不能沦为涨价周。即便要涨也
须有度。只盘算一时经济账，而不考虑综合效
益，必然是竭泽而渔。与其如此，不如把精力用
在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上，留下好口碑才
会赢得回头客。财源要靠人气来支撑，没了人气
何谈发展？所以说，自己的生意好不好，先看看
自己的服务到不到位，价格合不合理。算清这笔
账，黄金周才能赢得“真黄金”。

“不付钱爬不出庐山”不只是价格欺诈
□ 张玉胜

黄金周不能沦为涨价周
□ 杨玉龙

不靠谱的“网红月饼”

亟须监管
□ 张立美

儿童“触网”年龄越来越小，3岁玩微信，7岁会网
购，14岁网络技能已全面超过父母。第四届广东省网
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 广东省少年
儿童网络安全论坛9月23日举行，论坛上发布的一份
调查报告揭示出“00后”“10后”儿童网民的新特点。（9
月24日《广州日报》）

互联网早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将
孩子完全杜绝在这张网络之外，显然不太实际。必
须承认，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无法分辨是非、
自控能力差的孩子来说，如何科学面对网络确实是
一道社会考题。面对孩子对网络的好奇，一刀切的
拒绝和放任自流均不可取。首先，家长应立规矩，培
养孩子的自制力，让孩子适时合理地使用网络，尽
量保持一定的时间、频率等，避免对身心有害的无
节制使用。其次，陪伴引导孩子筛选网络内容，规避
网络伤害。

既然儿童“触网”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社
会要做的就是打造好安全防护的墙。国内学校应尽
快加入网络安全教育，同时要营造绿色健康的网络
生态环境，加强网络秩序治理整顿，健全长效监管
机制，让网警像现实社会中的警察一样成为网络最
坚强的后盾，给孩子打造一个让家长不再谈之色变
的网络环境。

儿童“触网”低龄化

要科学应对
□ 王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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