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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

雪樵在“行政检察与民同行 助力法治中

国建设”发布会上表示，实践中对一些小

摊小贩、小微企业处以高额罚款，违反了

“过罚相当”原则，既不符合法律精神和

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

法利益，甚至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生产

生活，不利于当事人认识错误、改正错

误，建立对法治的信赖。检察机关应当

依法开展法律监督。

“蔬菜粮油店卖了5斤农残超标的

芹菜被罚款6.6万元”“广告中有个‘最’

字被罚款20万元”……近年来，多地出

现了多起小摊小贩、小微企业“小过重

罚”案件，且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监管领

域。这些案件中当事人过错的“小”以及

违法行为的“轻”，与监管部门行政处罚

决定中罚款的“高”形成了鲜明对比。好

在有些案件在相关部门以及舆论的监督

压力下被撤销，或者在强制执行环节未

获法院支持。

张雪樵的上述表态，从法律监督的

角度对“小过重罚”作出了负面评价，指

出了“小过重罚”的不利影响，也给相关

监管执法部门敲响了警钟。检察机关把

“小过重罚”纳入法律监督的视野，强化

了对监管部门执法裁量行为的监督，有

助于规范执法行为，端正执法理念，促进

执法的客观、公正、理性、适度。

然而，在向“小过重罚”说“不”的同

时，我们也应看见执法人员的无奈。在

“小过重罚”案件中，有的罚款额度虽然

看起来较高，却是正常情况下自由裁量

范围内的最低尺度。比如，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使用“国家级”“最

高级”“最佳”等用语的处罚起点是二十

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

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

或者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罚起点是五

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虚假宣传的处罚起点是二十

万元。

自由裁量的上下幅度具有一定的刚

性，向下突破自由裁量的下限只能依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有关

“过罚相当”“轻微不罚”“首违不罚”“当

事人有证据证明无主观过错不罚”“当事

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

为’‘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等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等原则性规定。如果执法人员

作出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的理由不充

分、裁量不准确，会产生执法不严、失职

渎职的风险。而如果把减轻处罚或不予

处罚的裁量权都交给执法人员，也可能

引发随意执法、执法不公、执法徇私、包

庇纵容、办人情案或关系案等问题。

整治“小过重罚”，让广大经营主体

服气，让市场更具活力，不仅需要加强对

执法人员的监督和培训，教育引导执法

人员转变执法理念，提升执法者素质，规

范执法裁量行为，而且需要刻度精细的

法律标尺。立法部门以及相关监管部门

有必要针对“小过重罚”等问题，通过修

改法律或出台实施细则、法律解释等方

式，对相关执法领域的处罚尺度进行合

理审视和评估，给监管执法提供更大的

选择空间，让执法人员可以在自由裁量

范围内作出“小过小罚”“小过不罚”等

“过罚相当”的决定。

相关部门也应进一步完善自由裁

量的基准，缩小裁量区间，挤压裁量弹

性空间，确保执法人员能够对标选择。

对于减轻处罚、不予处罚的情形，相关

部门要拉出详细的清单，为执法人员裁

量选择提供清晰、准确、权威的依据，打

消执法人员的顾虑，保障执法选择的规

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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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成绩不理想导致心情郁闷，希望重

新组织一次高考；因酒驾被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希望只缴纳罚款不要禁驾；想要

查询丈夫的工资发放时间以及明细……

近日，一些地方的12345便民热线晒出

一批市民的“超纲越界诉求集锦”，令网

友忍俊不禁。有网友调侃：“这里是市民

热线，不是景区的许愿池。”

@彩云网评：“一号通办，即打即办”，

12345热线这个原本再普通不过的政务

服务平台，无形之中成为人民群众表达诉

求、宣泄情绪的“窗口”。从这一角度来

讲，有些诉求或许既不合理也不合规，背

后却是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应当理性看

待而不应批评嘲讽。但是，秉持理性包容

态度，并不意味着对市民诉求照单全收。

@中国经济网：公共资源有限，不容

随意挥霍。12345平台并非“许愿池”，

也不是情绪“垃圾桶”，合理、合规、合法

表达诉求应成为每个人的自觉。面对一

些奇葩诉求，12345平台也要明确拒绝，

不能简单机械地将它们转至相关部门，

甚至给基层施加不合理的压力。当下，

公众诉求愈发多元，12345平台也不妨

借助科技赋能，通过诸如智能转写、话务

分流等技术手段来提高办理效能。群策

群力，才能呵护好这根“民生线”，让它接

得更快、解决问题更高效。

@人民锐见：一些不合理不合规的诉

求，却可能隐含着治理升级的契机。民

生跟着“民声”走，多元化“民声”表达为

改善公共服务提供了有益参考。12345

接诉即办，先得接得通，方能办得好。这

也有赖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支持，不妨在

提出诉求前预先了解相关政策法规，明

确热线受理范围，反映情况时更加精准

高效，还可借助网络互助群组分享同类

问题的解决经验。群策群力、同向同行，

才能让 12345 热线更加高效地发挥作

用，让民情民意的表达渠道更加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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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消费者安心让消费者安心““囤旅游囤旅游””
■唐山客

当前，“囤旅游”以“高性价比”“提

前订、随时退”等便利性逐渐在年轻人

中兴起。

消费者在旅游淡季或促销季先购

买性价比较高的机票、酒店、景区门票

等旅游服务产品“囤”起来，待时机成

熟时再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兑换相关

产品，或放弃相关产品。而旅游产品

预售平台或旅游产业链条上的相关商

家大都用“有效期长”“先囤后约、不约

可退”“不想要随时可退，商品过期自

动退款”等承诺来保证相关旅游产品

的质量、安全和退货自由度、便利度，

打消消费者的购买顾虑。

理论上说，“囤旅游”模式是一种

消费新时尚，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和实

惠，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也有利于

商家拓宽营销渠道，增加淡季营销流

量，促进淡旺季营销平衡。然而，“囤

旅游”的现实模式与理想模式之间还

存在不小的距离。当前较为常见的情

况是，各种标识和提示在购买时不醒

目不规范，商家存有夸大虚假宣传行

为，实际服务项目、质量与购买承诺货

不对板；消费者“囤货”之后预约难，或

兑现门槛变高，节假日需要加价兑换；

“随心买”之后不能“随心退”，商家以

各种理由收取退改手续费；线上承诺

一价全包，线下实际需要补差价或买

保险；商家为涨价擅自退单退款……

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囤旅

游”模式的诚信基础，侵犯了消费者的

权益，拉低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也会

对商家形成反噬。

“囤旅游”是一种锁定具体消费标

的的附期限消费模式，本质上属于预

付式消费。针对预付式消费，刚刚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已建立了维权规则，规

定了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

面合同，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

容、价款或者费用、预付款退还方式、

违约责任等事项；经营者收取预付款

后，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不得任

意加价；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款。

据此，旅游产品预售平台或相关

商家在提前出售旅游产品时，应与消

费者签订附期限合同，约定双方的权

利义务，如果商家违约，消费者即依据

合同内容维权。市场监管、文旅等部

门以及消协、旅游行业协会等，则需要

优化完善“囤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引

导商家推广应用。如果商家出现重大

经营风险，有可能影响履约的，应停止

预售旅游产品；商家决定停业或迁移

服务场所的，应提前告知消费者。对

于商家不履行相关法律责任的情形，

上述条例也明确了相应的罚则。

监管部门、消协、行业协会、商家、

消费者等应形成共识，把“囤旅游”模

式导入预付式消费维权机制中，按照

预付式消费的理念、规则和标准监管，

给这种消费新模式提供更清晰、更到

位、更有力的维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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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如何看待1234512345热线中的热线中的““越界越界””诉求诉求

“无陪护”病房能免
“一人生病全家忙”？

“一人住院，全家奔波”。老人

患病住院陪护难是困扰很多家庭的

难题。为减轻家属负担、提供更好

服务，一些地方的医院开展“无陪

护”病房试点，引发社会关注。

所谓“无陪护”病房，是指由接

受专业培训的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

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生活照护服

务，实现无家属陪护或陪而不护。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我国人口老龄

化加速，“无陪护”病房的需求将与

日俱增。然而，这一模式进一步推

广仍存一些赌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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