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防“数字形式主义”滋生蔓延
■ 新华社记者 田建川

时事乱炖

微声音

非常道

热点冷评 “包过”“包毕业”，馅饼还是陷阱？ ■ 孔德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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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浙江慈溪。

蒋先生到一家饭店用餐结

账后发现，结账单上面的

抹零非常奇怪，立马不淡

定了。账单显示 1011.80

元，损益金额0.20元，结果

显示蒋先生应付款为1012

元，吃饭抹零反被多收2毛钱。对此店方解释

称是“机器四舍五入为系统默认”，顾客下次

来了送一个菜，但顾客说以后不会再来了。（2

月16日《每日经济新闻》）

稍稍了解不难发现，时下不少消费者

结账时遭遇商家“四舍五入”也就是“反向

抹零”的，屡见不鲜，媒体也时有报道。如

2021 年 10 月，范女士在位于四川广安城南

玉兔路的一家餐馆吃饭时，原本只消费了

519.7 元，但就因为当事餐馆收银系统使用

“四舍五入”法，最后支付金额为520元。而

为此闹上法庭的也不新鲜。比如 2019 年 3

月份西安一男子因在超市购物“四舍五入”

被少找4分钱零钱，将超市告上法庭。

此类消息一出，舆论往往形成极端认

识。有人认为这不就是两毛钱的事，毛毛

雨至于较真吗？还有网友表示，这不是钱

的事，是饭店的格局显得太小了。笔者以

为，这的确不是钱多钱少的事，但也不仅是

格局的事，而是违法违规的事，需予以重视

和较真。

众所周知，这样的“反向抹零”，从概率

上显然有利于商家而不利于消费者，虽然一

次的数额可能不大，但长此以往也是不可小

觑的可观数字。更可气的是，往往此类事情

一出，商家就会甩锅这是电脑“系统默认”，

明目张胆、理直气壮揩消费者的油，还装出

商家一脸无辜的样子，实在有失商家诚信经

营原则。这样的经营导向很不好。更重要

的，这是一种经营违法违规行为。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

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

品或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计量正确的公

平交易条件。由此可见，经营者以“四舍五

入”等惯例为由“反向抹零”，显然都不是违

法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理由。

“反向抹零”多收2毛钱，表面上看的确

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但恰恰是这

样的小事情，背后却隐含着保护消费者权

益、激发消费者维权意识、维护改善市场经

营秩序等大方向、大权益问题。因此，类似

的消费维权“反向抹零”，不仅不是“闲得没

事干”，而是很有必要；不是可有可无，而是

多多益善。

“反向抹零”违法违规应该制止
■ 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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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努力
终会得到生活的奖励

如何改变生活状态？觉得日子无聊

就去探索尝试，寻找心中的热爱；减少对

他人的依赖，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

别再把时间浪费在焦虑纠结上，管理情绪，

用平常心对待无常事……2022别辜负自

己，行动起来，用每一天的努力和坚持，把

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 @人民日报

“无需学习”“无需上课”，即可“包过”

“包毕业”“包获文凭”？在各种社交平台

上，类似学历提升广告满天飞，以网页、弹

窗、视频等形式占据公众眼球，不仅放大了

社会的“学历焦虑”，损害了教育秩序和公

平，更涉嫌违规违法。（2月16日 未来网）

对于一些意欲提升学历又没有充足时

间学习的上班族而言，广告描述的“轻松上

名校，舒服拿文凭”极具吸引力。根据教育

机构的解释，每学期多交一笔千元上下的

“助学助考费”，即可无须自己刷课、写作

业，考试只需配合刷脸，答题由教研老师负

责，毕业论文也能代写。然而，真有这种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经记者查询，很

多此类教育机构未获官方授权，甚至在报

名者交费后销声匿迹。而代考、代写论文

等舞弊行径也面临被发现的风险，根据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可能被暂停参

加国家教育考试资格，收回已取得的入学

资格或相应证书，构成犯罪的还要

承担刑事责任。

而教育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将

不用考试就能拿到学历作为噱头，

吸引报名者“趋之若鹜”，甚至和高

校“里应外合”，要求后者在学历教

育培训全过程中随意“放水”，本质

是变相贩卖“文凭”，将文凭当成了

一门赤裸裸的生意，不仅消解了学

历教育培训的严肃性，伤害了继续

教育的形象，极大降低了教育文凭

的含金量和权威性，更是公然挑战

国家继续教育制度和法律法规，给

学历提升埋下“陷阱”，必须依法严惩。

学历的本质是对学员的“学力”认证，

从学习中收获知识、能力、思维方式以及在

学习过程中结交同学、扩大社交圈子，都是

超出一纸证明外的应有价值。受教育者也

应积极转变观念，将学历继续教育作为扩

大求学机会的途径，通过学校官方网站查

询授权学习中心名单，选择合法正规的机

构，更多关注教育质量与自身能力提升，不

要轻信“包过”“包毕业”等营销套路，更不

要为了眼前的短暂利益而投机取巧，避免

“竹篮打水一场空”。

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对政

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

大。但有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滋生出

“数字形式主义”，不仅脱离群众、增加

基层负担，还造成了资源浪费。

例如，在某些网络问政平台上，对群

众反映的个性化问题，回复统一而“官

方”。群众诉求只是转交相关部门，平台

上显示“已办结”后就没了下文，问题仍

未得到解决。

有的地方为了提高工作APP点击率

和官方微博活跃度，给基层下指标、搞摊

派，每周排名通报，基层不胜其扰，有的

地方出现一人多机刷点击率甚至购买

“水军”当粉丝等现象。

少数领导干部将信息化、大数据

的简单运用视为工作创新，未经充分

论证就搞信息平台开发建设，“一片火

热”之后往往“凉凉收场”，浪费老百姓

的血汗钱。

与传统形式主义相比，“数字形式主

义”更具隐蔽性。梳理媒体报道发现，在

数字化基建、电子政务、基层数字化办公

等领域，“数字形式主义”已有所抬头，

此风当刹。

“数字形式主义”表现形式多样，但

本质还是忽视实际、脱离群众，其背后是

政绩观错位、作风不严不实。数字化、智

能化只是手段，踏踏实实为人民群众服

务才是目的。数字化治理搞得好不好，

群众满意不满意才是衡量标准。

谨防“数字形式主义”，必须脱虚向

实，从重数据转向重实绩，求真务实、不

玩虚活；对大搞数字化面子工程的领导

干部，应当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

推行电子政府、数据化，目的是利用

数字技术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率，方便群

众办事，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如果背离

这个初衷，搞成“数字形式主义”，那就

南辕北辙了。

到了一定年纪
要学会“把心关上”

只有定期闭门谢客，才能留份清

净，让心休息。生活总是纷纷扰扰，到

了一定年纪，要学会“把心关上”。生

活中的很多迷茫和焦虑，其实都源于

内心没有得到休息。“把心关上”，就是

为自己建上一座小小的心灵庇护所。

当心里那根绷紧的弦松下来，一个人

也就拥有化解浮躁的力量。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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