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让“社恐”变成“社死”

热点冷评

■ 张西流

时事乱炖 小区公共收益不能总是笔“糊涂账”
■ 张国栋

停车费、电梯广告费、公共设施收入

……每年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的住宅

小区公共收益去哪儿了？“新华视点”记者

在多地调查发现，不少小区的公共收益账

目不清、去向不明。专家建议，各方搭建基

层自治平台，在沟通中厘清职责。（11月23

日新华网）

实际上，小区的公共收益账目不清、去向

不明，结果成了一笔“糊涂账”，不是新鲜事。

依照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主的共

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

于业主共有。物业服务人应当定期将业主共

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方式向业

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小区将公共设

施委托给物业来经营管理，业主并不参与

其中。时间长了，这些公共收益被实际管

理人——物业企业支配使用，令众多业主

淡忘甚至“自动放弃”了这部分权利。小区

公共收益成了物业的“私房钱”，对业主们

来说，自然日渐烂成了一笔“糊涂账”。

“任性”物业企业屡现，可观的公共收

益成了“糊涂账”，其背后是业主和物业企

业间的权责不对等。从这一角度看，小区

公共收益若要告别“糊涂账”，首先需要厘

清各方职责，真正还权于业主。与“还权”

同等重要的，还有制度赋能。也就是说，要

充分保障业主的知情权、参与决定权和监

督权，有必要引入第三方审计介入监督，公

开物业收支账单。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物

业企业主动公开“账本”，业主与物业便会

回归各自本位。

此外，加强物业监管力度也非常必

要。把物业管理纳入基层社区治理范畴，

强化信用约束，促使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

层治理，有助于形成互相配合、互相信任、

互相支持的“生态圈”，一步步提升广大业

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其实，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正体现出小区

业主才是小区的“主人”，切实让物业回归

忠诚、干净、有担当的“管家”身份，那么业

主、业委会和物业三者之间的矛盾就能得

到有效预防和快速解决，小区公共收益也

就不会成了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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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传一张落

款为江苏省南京市建邺

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图

片显示，判决书中将江

苏省南京市写为“安徽

省南京市”。该份判决

书中最后一段写明：“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11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安徽省南京市”出现在了庄严的判决

书中，这样的错误不能仅仅用“失误”回

应。“失误”当然是存在的，任何工作都可能

出现“失误”。有的“失误”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无伤大雅。而有的“失误”是不可原谅

的，因为“一次失误”就有可能造成他人的

“终身痛苦”。比如，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

就不应该出现“失误”。就像前几年发出的

“左腿有病，锯掉右腿”的新闻，这不是“失

误”而是“事故”。

不是所有的“失误”都能一笑

而过。判决书就是如此。将“江苏

省南京市”写成了“安徽省南京

市”，只是几个字的不同。似乎也

不会影响到案件的公平审判。但

是，这绝非小问题。判决书是具有

法律庄严的，上面的一个字，一个

词，一个标点，都可能涉及到公平

公正，“词不达意的判决”可能就是

“一字之差”之后的“不公千里”。

延伸来说，假如是法条、法理引用

出现了错误，那么还如何谈法律的

公平？

老百姓对“安徽省南京市”的

较真，不仅仅是因为“错了几个

字”，而在于对法律公平最后一道

防线的美好期待，法律不是儿戏，

不容“失误”。再说了，你如何让当事人

“不服判决到安徽省南京市中级法院”上

诉？到哪儿找这个单位去？

一份判决书在正式发文前，有多道程

序交叉校对。判决书先经过合议庭合议，

再由承办法官起草文稿，之后报给合议庭

成员校对，确认无误后所有成员签字，最后

庭长审批签发。出现笔误，折射的是司法

工作人员缺乏职业素养和责任心。

判决书上的“安徽省南京市”不可一笑了之
■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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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少说话是一种教养
会说话是你的修养

不要总想着在言语上胜过别人，

不要给他人贴标签，不要轻易浇灭朋

友的热情，不要敷衍地说“谢谢”，不要

关系近就口无遮拦。高质量的社交，

离不开恰当分寸感的拿捏，这是一种

体谅，也是一种品质。所谓高情商，不

过是待人有分寸，自己有底线。

@人民日报

为更好地了解大学生的想法，近日，

中国青年报的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大学生

开展问卷调查，共回收来自255所高校的

4854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0.22%

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存在轻微“社恐”，

6.90%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有比较严重的

“社恐”；0.64%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有严

重的“社恐”，被医学上确诊为社交恐惧

症。此外，12.24%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完

全不“社恐”，称自己是“社牛本人”。（11

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当前一个尴尬的事实是：社交工具不

断升级，大学生却在“社交降级”。路上遇

到同学总想回避，不敢大方打招呼；听到

手机铃响就恐惧，不敢接听；“朋友见面

难”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有空见一面”

也是一种奢望，约个饭局更是一种“生死

之交”。特别是，超八成受访大学生认为

自己“社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享受”独

居独处，依靠手机建构和维护自己的社交

网络，在虚拟世界越陷越深。出现这种状

况，除了在大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

力加大之外，主要是因为人们过度依赖于

微信等虚拟社交平台，而越来越远离了真

切的现实生活。

事实上，虚拟社交平台的风靡，也是

现实孤独感的一种折射。一些大学生迷

恋虚拟社交，其实是一种“社恐综合症”，

对虚拟社交越依赖，在现实生活中就会越

孤独。特别是，虚拟社交平台，在带给人

们猎奇满足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

社会影响。从表面上看，依赖虚拟社交，

减少了人的孤独感，联络了社交感情。殊

不知，越是沉迷于虚拟社交中的人，越是

在现实中感到压抑的人。

当代大学生必须学会面对现实世

界，不能让“社恐”变成“社死”。高校应正

确引导大学生进行交往，培养其积极乐

观、理性平和的心态，关注大学生网络心

理健康，通过开展讲座、团体辅导等，让他

们学会适时从虚拟世界中抽身，回归现

实，通过亲近大自然，亲近身边的人，亲近

有生命力的东西来减轻压力、放松心情、

享受人生。

屏蔽别人的看法
是对自己的一种热爱

如果我们总是在意别人的看法，

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自己的生活就

会受到影响。他人的恶意诋毁，我们

阻止不了，但我们有能力屏蔽。聪明

的人，懂得屏蔽别人的评价和看法。

屏蔽别人的看法，是对自己的一种热

爱。与其小心翼翼在乎别人的看法，

不如遵从本心，做好自己。 @新华社

乌龙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