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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条例，为金融改革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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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流

“痛经假”
且试且珍惜
□郭文斌

生 育 产 假 假 期 从 90 天 延 长 至 98

天；未满 4 个月流产可以享受 30 天产

假；痛经严重的女职工可以带薪休息

……3 月 30 日，《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

护条例（草案）》提交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九次会议初审，《条例（草案）》中

的这些规定，很多女职工看了喜上眉

梢。这意味着，山西省对女职工的劳动

保护将更周到。（3月31日《山西晚报》）
“痛经假”，并不是什么新名词，一

些省份早已经实施。《湖北省女职工劳

动保护规定》，明确经用人单位指定的

医疗机构证明，痛经可休假 1 至 2 天。

江西省还规定：对从事低温、冷水、野

外、室外流动性作业的女职工，月经期

给予休假 2~3 天。这可比山西更进一

步。

对于“痛经假”，有些人认为“不靠

谱”，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经期鉴定

有困难，可操作性差，担心有人“骗假”；

二是经期休假可能会增加女性就业难

度甚至就业歧视；三是女性经期休假的

不确定性，可能会给用人单位的整体工

作带来干扰。其实，这三个原因说白

了，就是缺乏对女员工的信任。

不可否认，在实施“痛经假”之后，

可能会有女员工不太自觉，会借口“痛

经”而请假，也有企业怕承受不了女员

工的福利增厚而不敢请女员工，这些现

象可能都会存在，但却不必过于担心。

想必不会有多少企业仅仅是因为女员

工享受“痛经假”而放弃女员工。要知

道，一些女员工给企业带来的却是相当

丰厚的回报。只有短视的企业才会这

么“小心眼”，才会短视。

别将女员工们想得那么龌龊。如

果没有“痛经”而脸不红心不跳地请“痛

经假”，估计是极个别，这个比例该是可

以忽略不计的。实施“痛经假”的省份

越来越多，这是好现象。对于“痛经假”

且试且珍惜。不要过多地担忧“负面效

应”，那恐怕是杞人忧天。

车窗扔垃圾
威力接近于“子弹”

车窗扔垃圾，看似小事，其实危险极

大！以 120km/h 的速度在高速上行驶

时，从车窗抛出苹果这样的物体时，其威

力接近于小口径手枪“子弹”的冲击力！

清明踏青自驾出游的你，还会从车窗向

外扔垃圾吗？@北京晨报

暴恐不是娱乐！
多家动漫网站被查处

文化部昨天下发查处名单，土豆、优

酷、爱奇艺、乐视、搜狐、酷米、腾讯视频

等，因涉嫌提供含有诱导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和渲染暴力、色情、恐怖活动的网络

动漫，被列入查处名单。部分动漫描述

爆炸装置制作，有的画面血腥，有的靠色

情吸引眼球。@央视新闻

美国华人教授：穷孩子上错高中就一辈子难出头

高中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直观的答案当然是高中是用来传授高中知识的地方——但

这个答案是错的。

《中国青年报》昨日刊登一位美国华人教授的一篇文章指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社

会挑选，但高中这一次可能是最重要的。名校是一种稀缺资源。只要想进入名校的学生

比招生名额多，高考竞争就一定激烈。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上名校对个人影

响巨大，可以说第一步走错以后想出头就很难了。

人民日报专访李健：“只将音乐简单视作商品，会将音乐产业引向毁灭”

近日，在北京一家录音棚，一贯低调的李健打开了话匣子。

在他看来，目前音乐产业的环境整体趋势向好：腾讯、百度等网络巨头与唱片公司之

间，已经建立了付费模式；音乐版权的法律保护也愈加完备；在生活水平整体提升的同

时，人们的审美素养也在提升，对于音乐等精神产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自觉。“我们的社

会正处于转型期，一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但有一点我们必须确信，音乐虽然是商品，

但始终不能偏离艺术的属性，只将音乐简单视作商品，会将音乐产业引向毁灭。”

干预司法可能令领导干部

的“官帽”不保。3 月 30 日，中

办、国办正式下发《领导干部干

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从记录、通报、追责三个环节对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

进行约束。规定提出，领导干部

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可以给予纪

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刑

责。（3月31日《新京报》）
首先必须承认，从记录、通

报、追责三个环节，约束和惩戒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行为，轻则“摘官帽”，重则“蹲监狱”，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对领导干部

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然而，必须正视的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源于司法过度行政化，影响

了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因此，针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追责当事人，仅是第一步。

针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既要追责，更要司法去行政化。事实上，目前正在各地实施的

司法改革，正是以去行政化作为重点。应通过司法机关人事管理改革和健全权力运行机制

等措施，对司法机关实行纵向管理，人、财、物与地方脱钩，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办案

权。特别是，对司法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确保司法人员主要集中

在办案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办案一线，不断提高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

“国学经典入教材”
是寻根不是复古
□李忠华

记者3月30日从国家级传统

文化课题研究小组获悉，国内第

一套自主研发的高中传统文化通

识教材即将出版，预计今秋进入

课堂，开展新课程实验。值得一

提的是，在高二学习的《道德经》

将原文全本讲解。该教材为国家

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和“十二

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

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联合科

研项目，由总课题组传统文化教

材研发基地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

心整合与编著。（3月31日《京华
时报》）

古代读书的少年，15 岁之前

必须熟读四书五经，他们对国学

经典的熟稔和了解程度，足以让

现如今的古代文学博士望尘莫

及。然而，自从民国第一任教育

总长下令废除少年读经堂之后，

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却是——近

一个世纪后，五千年的文化传承

的结晶几乎已被人们全淡忘了。

最终造成的局面是——现在几乎

没多少人能正确地答出四书五经

为何物。仅从这一点而言，大量

国学经典被重新纳入教材、迎回

课堂、受到重视，看似是在怀旧和

复古，其实是在寻找我们已经近

乎失落的传统文化的根基。

由此，又不禁让笔者想起曾

经在某一期《读者》上面，看到的一

篇文章，是一个专家对语言匮乏的

现代人的讽刺，其中提到：现代人

不会说“虽千万人吴往矣”，只会说

“老子跟你拼了”；不会说“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只会说“MM，我要

跟你结婚”；不会说“恻隐之心”，只

会说“我可怜你”……看起来好笑，

细想之下无限唏嘘。这从另一个

侧面，也反衬出现如今国人身上所

折射和显现出的“传统文化”之羸

弱、之贫瘠。

由此足见，无论是从传承传

统文化——弥补国学经典曾经的

“断档”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挽救

当下国人“国学素养”之羸弱、之

贫瘠的现实出发，“国学经典入教

材”都是在寻根，弥补曾经的断档

和失去，而不是在怀旧和复古。

难道不是吗？

《存款保险条例》3月31日正式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存款保险

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存款结构变化、金融

风险状况等因素调整最高偿付限额。（今日本报11版）
民众对银行的信赖度很强，因为银行的背后是国家，因此，除去理财的需求，把钱存进

银行应该是民众最保险的选择。那么，银行会倒闭吗？如果一直按照当前的管理模式，即

便国有性质的银行存在一些不良贷款，也不存在倒闭的可能。

然而，如果国有性质的金融机构仰仗国字招牌盘踞垄断地位，一直依偎在国家的怀

抱，将永远长不大。再者，如果金融机构不实施改革，储户的利益如何最大化？民营银行

如何参与公平竞争？银行作为永远不亏损的行业，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总之，国家不

再为银行担保，就会将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那么，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下，一些银行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就不会再是天方夜谭了。

一旦有银行倒闭，储户存款和利息如何保障？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若国家

一直为亏损倒闭的银行买单，拿公共财政赔付储户，这就是纵容银行不思进取，继续不作

为。另外，国家推行金融机构改革，再为亏损银行买单，其改革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因

此，银行必须参加保险，为自己风险和储户的存款利益做最后的保障。这样的背景下，国

务院发布了《存款保险条例》，强制吸收存款的一切金融机构都必须参加保险，让储户存

进银行的钱更加保险，让银行更具风险保障。

金融机构不改革，就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就无法自由地参与世界竞争。兵马未动粮

草先行，国务院发布《存款保险条例》，显然是为金融改革铺路。有了这个条例，金融机构

必须参加保险，一旦出现倒闭，储户就可以从保险机构拿到最高限额50万内的全额存息

资金，这是对储户利益的保障。事实上，利率改革也在逐步推进，这是吸引储户的最有价

值的风向标。所以，从银行角度看，虽然有了保险做后盾，也不能高枕无忧，而是更应当

改革管理弊端，做好服务，提高效率和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

看到国务院发布《存款保险条例》的消息，我们不必为“银行倒闭”而郁闷，事情都是有

两面性的，银行倒闭不是好的经济信号，但这是金融改革之后的必然趋势。国家对银行倒

闭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但改革之后，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就是督促它们按规定参保，最

终保障储户利益，这不是好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