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0日，陕西榆林一位网友上传了一段视
频，视频内容为，一辆贴有“公务用车”标志、车牌
为陕K·XF836的大众小轿车正在行驶中，一只宠
物小狗将头探出车窗外“兜风”。目前，佳县县委宣
传部已将调查结果公布。（7月24日陕西广播电台）

调查显示，7月19日，佳县信访局局长雷文家
被通知前往榆林开会，恰遇女儿要去榆林参加同
学婚礼，因为狗在家中无人看管，女儿就将狗一起
带往榆林。佳县纪委认为，雷文家在执行公务期

间，安排司机送其女儿回家，存在公车私用的问
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经批准对其违纪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中央“三公”经费支出大
幅减少，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3 .17亿元，减
少11 .87亿元。但“狗上公车”视频提示我们，虽然这
几年公车管理成绩不小，“公车标识“也给我们提
供了监督的便利，但作风建设仍不可松懈。（文/毛
建国 漫画/张建辉）

7月21日晚，市民罗先生从桂林市一工行网点
ATM机取款时发现，插卡口疑似被人安装了银行
卡复制器。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介入侦查。7月22
日晚，一男子前往工行另一自助银行网点，欲取
走他安装在ATM机上的盗刷设备，被民警当场抓
获。（7月24日《南国早报》）

这起事件凸显银行技术管理漏洞。其一，犯
罪分子盗刷银行卡，需要获取用户银行卡信息，
这些信息大多通过POS机或自动取款机安装的复
制器获得。如果银行加强监控，及时巡查，就不
可能给犯罪分子安装的机会，即使安装之后，也
能及时发现。但现在如果不是储户发现，银行竟
还浑然不觉。其二，市民罗先生立即向银行拨打
紧急求助电话后，银行反应迟缓，如罗先生所
说，“我当时在现场等了20分钟，没见工作人员
过来。”且不说罗先生在现场担心，如果这段时
间里，后来的客户没有发现复制器，岂不存在更
多风险？其三，自动取款机防范技术亟待升级。
犯罪分子在ATM机仅仅安装一张银行卡复制器，
就能读取储户信息并能盗取卡中的钱，说明防盗
技术本身存在不足。

这起事件再次给银行管理敲了警钟。一是银
行职员要增强服务意识，守土有责。二是银行要
加强管理，提高防范措施，举一反三，真正实现
“铁的管理”。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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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晚，重庆大渡口区绿地城小区所有电梯
旁出现了这样一则“温馨提示”，“今晚过后，再遇到
有大狗扑我娃儿的，遇到直接打死……”特意强调是

“没套绳的大狗”，因狗扑孩子事件已发生两次。时隔
一天，小区的养狗业主发出了一篇长文，其“让人避
让狗、受不了住独栋别墅”的观点备受争议。（7月27日

《南方都市报》）
在疫苗安全举国关注的背景下，养狗不拴绳等

恶习的民怨指数飙升。带娃的业主虽然言语过激，但

事出有因，大狗站起来向孩子扑过来，虽然安全躲避
了，但作为孩子的父亲义愤难平。在业主群，记者看
到也有其他业主抱着四个月大的孩子被大狗扑的情
况发生，可见业主不拴狗绳的现象比较普遍。

纸上互怼虽然文雅，养狗业主的逻辑却很奇葩：
比如，“建议怕狗人士主动避开狗绕行”，可房子是给
人住的，又不是给狗住的，凭什么在人住的小区要

“人让狗”？又比如，“若受不了有狗环境，可考虑去住
独栋别墅”，这话就更偏了。带娃的业主既没有逗狗
玩儿，也没有主动找茬，倒是养狗业主如果不能保障
小区环境的安全有序，恐怕才该考虑去给狗设一个
独立的“狗窝”。

现实中，恶犬伤人的案例不少，引发不少纠纷。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狗趣”成“狗患”的顽疾更是常
年难治。说好的文明养狗，始终难以完全实现。说到

底，无非两个原因：一是该管的不管或者没管好，而
狗患的矛盾又全抛给了没有执法权的物业层面，结
果弄得小区服务者里外不是人。二是没有把狗患上
升到法治范畴，总觉得这是相互扯皮的私德问题，法
律不硬气、法治不出手，结果就任由当事双方骂阵互
掐了。事实上，一个共识早该人尽皆知——— 除了狗咬
人等属于直接伤害侵权外，犬类“惊吓型”侵权也是
较为常见且特殊的动物侵权案件。

这两年，各地出台的养犬规定并不少。《北京市
养犬管理规定》规定，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
管机关，全面负责养犬管理工作，并具体负责养犬登
记和年检，查处无证养犬、违法携犬外出等行为。自7
月1日起施行的《石家庄市公共文明行为条例》也明
确规定，对携犬出户不拴犬链、不及时清理犬只在公
共场所排泄物等行为将予以处罚。在山东济南，公安

部门出台的养犬规定也在许多小区张贴出来，但是
谁来执法呢？养犬者不拴狗绳者有之，犬只随地大便
不清理者有之，追吓孩童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但并
没有人执法落实管理规定。

规范养犬，关键是要有人现场执法。制度设计在
不断完善的同时，能否有人现场执法成为关键中的
关键。城市狗患久治难决，既是因为养狗的太多，更
是因为执法部门瞻前顾后，担心执法刚性伤及民众
感情，而社区物业又没有执法权。这些问题纠缠在一
起，导致各地养犬规定大多停留在纸面上，不文明养
狗行为反而更为任性。狗咬人，“狗扑娃”这些事，事
关生命安全，只有安排专人现场执法，养狗业主才能
收敛不文明养狗行为，养犬管理规定才能真正落地，
居民的生命健康权益也才能最终得到保障。

7月18日至21日，本是陕西延安市21108名初中
毕业生中考成绩公布并填报志愿的时间，却因为
部分考生质疑成绩有问题而中断。7月18日成绩公
布后，部分考生发现英语成绩与预估分数出入较
大，核查后发现确实存在问题，有考生英语成绩误
差达41分。（7月26日东方网）

中考成绩出错不是小事，必须有人为此担责。
据报道，大批考生成绩出错，复查前后分差竟然达
到40多分，全面复查影响了成绩的公布以及紧随其
后的志愿填报与录取，造成了民众的情绪不稳，也
影响了阅卷公正和政府公信力。

德国人帕布斯·海恩提出的一个在航空界关
于安全飞行的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
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
事故隐患。好的技术条件和严格的规章，在实际操
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假如
阅卷负责人对阅卷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就可能发
现故障仪器的答题卡得分异常情况。仪器的出错，
归根结底还是相关责任人出现了疏漏与大意。教
育部门应本着对考生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恪
尽职守，严厉追责，确保考试公平，给公众一个好
的交代。

“我卡里还有8000多元,朋友卡里还有1万多
元。”作为三鼎家政的充值用户,北京市民蔡晓
芳心中的烦闷甚至超过了这个暑日的焦躁。此
前媒体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75 . 3%的受访者办
理过预付卡,60 . 2%的受访者确认自己周围有人
因此受骗，73.1%的受访者希望预付卡专项整治
行动常态化。（7月24日《法制日报》）

预付收费在服务类消费领域比较普遍，其
中一些如教育培训、连锁健身、连锁家政涉及
面广、金额大，因而问题突出。预付收费是先
付费后服务的模式，付了费能否提供承诺的服
务明显存在不确定性，预付收费卷款跑路的案
件频发，充分表明这种模式有与生俱来的信用
风险，甚至不排除一些商家恶意设置欺诈陷
阱，其性质与非法集资圈钱类似。

同时，很多预付收费服务行业，还将预付与
价格挂钩，预付越多服务价格越低，而未预付的
服务消费价格畸高，损害消费公平，预付及差别
价格行为带有霸王条款性质，带有不正当竞争色
彩。所以，预付收费模式是商家或机构绝对利己
的规则设计，这样的规则缺乏对消费者权利起码
的保护以及潜在信用风险必要的制约。同时，因
竞争的绑架，预付费模式更容易成为行业的潜规
则，可能诱发服务目的畸变。

针对预付卡的风险，近些年各地通过修订
《消保条例》加以规范，试图加以约束，但总

体来看，这些规定还是将预付消费定位于合同
关系的范畴，如经营者应当履行告知义务等细
化权利设计，这些仅仅只为事后违约的处理提
供了支撑，而本身没有对预付卡经营行为的合
理性与合法性作出界定，给予有效约束，呈现
的还是牛栏关猫效果。

预付卡所涉的服务虽然属于市场自主调节
的范畴，通过契约可以维系消费关系，但是市
场并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可能存在的信用风
险，更需要外在的钳制。如教育培训机构一次
性收了培训对象一年甚至几年的学费，涉及的
人多，是个巨额的数字，一旦不能提供服务，
拿什么作信用担保?事实上，许多培训场所都是
租赁的，人员也是流动的，基本不具备善后的
强制履信条件。类似还有许多连琐的健身、美
容服务机构，等等。

制定更清晰的规则，防范风险于前要远优
于发生风险维权于后。相关部门应加快相关法
规的制定，纳入行政监管，实行刚性约束。首
先，应严格区分预付收费适用的范围，明确预
付适用的禁区，避免无序泛滥。其次，应严格
限制预付收费的权限，设置预收费额度上限以
及按期服务收费的时限，设置信用风险底线，
禁止强制预付收费，商家与机构须提供付费多
元形式的选择。第三，应严格禁止将预付收费
同价格挂钩，规范服务价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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