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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过罚相当”
应是基本原则

吴戈

法律之所以能够长久有效，对各方都形
成震慑和约束，本质就是它对于事件中的任
何一方都是相对公平的，做出的判定、处罚
结果也是中正的。小错重罚或者天量罚款，
从表面上看虽然能在当下形成威慑效果，但
长此以往会损害公众对法治的信任，损害法
律的威严。

就拿本次事件来说，个体工商户通过支
付给出租车司机回扣的方式揽客，被处罚了
100万元。首先小摊小贩、小微企业是市场经
济“毛细血管”，同老百姓柴米油盐等息息相
关，连接人间烟火与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通
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过重罚”成为了优化
营商环境的负面因子，表面上看起来起到了
威慑的作用，但实际上却让想来投资的企业
望而却步，成为地方经济发展中的“绊脚石”。
再者，“小过重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懒政的表
现，对于类似扰乱市场的不法行为，更需要做
的是扩大整治的范围和频次，而不是试图通
过一次的高额罚款敲山震虎。且不说这样的
经营商户能否承受得起100万元的罚款，即便
面对巨额罚款，如果检查的频次不高，相信还
是会有很多商户抱有侥幸心理，自然也起不
到相应的效果。

如何整治扰乱市场的不法行为，考验着
基层的治理水平和能力，但不管如何，都应严
格遵循过罚相当的原则，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所定的额度严格执行，让法律法规发挥应有
的作用，而这就需要管理者在罚与治之间寻
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观点二 观点三

纠治“小过重罚”
需要革新执法理念

刘薇

“小过重罚”近年来在多地出
现，找出背后的原因才能根治这
一行为。纠正“小过重罚”不仅是
要纠错，更需要执法理念的革新。

说到原因，一个是思维惯性，
一些地方和部门总是持有“管理
就是处罚，严管就是重罚”的错误
理念；另一个则是治理惰性，未将

“过”与“罚”的各种因素统筹考量
便匆忙处理交差，自然做不到精
细化执法。说白了，小过重罚的
背后是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央视一个多月前曝光鼓浪屿
宰客一条龙，当地专门成立了一
个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联合工
作组，表示“接下来将全面排查出
租车运营行为，坚决查处揽客诱
导消费、收取回扣等违法违规行
为……”这可不就查着了？但还
是那个问题：量与度怎么把握？
这既是对过罚相当与否的衡量，
亦是面对意见批评的气量，以及
对营商服务环境包容度的考量。

不骄不躁，方能树立公信；
不枉不纵，方能以理服人。把小
过重罚等各类“过罚不当”装进
制度笼子里，当务之急在于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以防范

“逐利式执法”问题，遏制“罚款
式创收”冲动。

观点一

严格执法
打击不法行为

周志翔

眼下到了旅游高峰期，各地都想尽
各种招数引流，不仅比的是当地的旅游
产品，更比的是服务和形象。厦门作为
旅游目的地，需要以严格执法打击旅游
市场乱象，至于百万元罚单，并不是最终
结果，对外展示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的态
度，才是初衷。

厦门是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但是
旅游景区鼓浪屿前段时间被央视曝光，
种种乱象积弊已久，亟待重拳整治。此
次处罚相关餐饮店，是整治旅游相关行
业的一次具体行动，反映出执法部门的
整治力度和决心。

引起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主要在于
有关执法部门引用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的规定，对餐厅给拉客出租车司机回
扣的行为进行判罚。引用的相关规定是
否妥当的确值得推敲，不过，目前行政处
罚告知书处于下达阶段，还不是决定书，
商家如有异议，可申请复议或者诉讼。
这也就是说100万元罚单并非最终定论，
商家也明确表示会行政复议，结果如何
仍待观察。

旅游业是服务行业，是吃住行游购
娱各个环节的服务提供者，整治不法市
场行为需要执法部门有所作为，依法行
政。如果此次处罚告知书能起到震慑效
果，真正引起商家们的重视，做到规范经
营，重塑厦门旅游市场形象，可以说就达
到了执法应有的效果。

＃本期话题

■新闻背景

观点碰碰车

全年定价258元/份 印刷：宁夏银报智能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银川市宝湖中路450号)

观点碰碰车一周观察

近日，一份厦门市思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引
发关注。告知书显示，当地一家个
体工商户因通过支付出租汽车司

机回扣的方式揽客，收到了高达
100 万元的“罚单”。7 月 16 日，被
罚餐饮店负责人表示，对于上述
“罚单”会进行申诉。“小过重罚”不

是第一次了，“轻微”违法与“重量”
罚单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如何在
罚款与执法之间取得平衡是关键
所在。

小饭店被罚100万元的量与度

持续放大蔬菜产业带动力
周志翔

近日，8.6吨产自贺兰县的冷凉蔬菜搭乘
3U3781航班，从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起飞飞往
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自今年5月以来，宁
夏已有10批次、70多吨冷凉蔬菜乘“飞的”销
往迪拜市场。这些蔬菜包括菜心、芥蓝、菠
菜、上海青等19个品种，都是宁夏本地高品
质的冷凉蔬菜，从银川到迪拜消费者手中，
最短只需要半天时间。

与此同时，在贺兰县金贵镇联星村农趣
“菜园子”租赁的菜地里，市民可采摘茄子、
辣椒、丝瓜、苦瓜、番茄等蔬菜，每年只需400
元租赁一块田，就能保障家里的各类新鲜蔬
菜的供应，时不时还能赠送给亲朋好友。

时值盛夏，银川的冷凉蔬菜大面积上
市，有的“出国”，有的“进城”，销路不同，但

都有了好去处。这背后是银川蔬菜产业打
开外销通道，同时丰富内销路径，联动发力
使得蔬菜产业的整体效益得以提升。

历经多年发展，银川冷凉蔬菜品牌已经
打出名声，品牌带来的效益在销售上得到直
接体现。银川蔬菜出口已经不是首次，重点
是要形成稳定的市场供应。打开海外市场
要有过硬的质量品质，这需要在后端发力，
制定蔬菜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标准，规
范操作流程，建立完善的追溯体系，加强对
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监督检测。
能够打开国外市场，说明银川采取的保障措
施很到位，后期要继续严格把控，仍然不能
松懈。这些在实践中形成的可以复制推广
的经验和做法，更是难能可贵。

放大蔬菜产业的带动力，需要加强产
业链整合。推动产销对接，降低流通成本，
提高市场竞争力。贺兰县发展的租赁菜地
也不是首创，能够吸引市民下乡种菜，说明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也是深挖内需市场，
在需求侧发力的体现。有了蔬菜种植的带
动，集采摘、烧烤、研学等功能为一体的乡
村休闲旅游服务就会随之兴起，在村集体
收入增加的同时，也让务工人员在家门口
有了活干。

蔬菜产业势头良好，未来仍有增长空
间。希望银川能够以冷凉蔬菜产业为重点，
打造集研发、种植、加工、生态为一体的现代
农业全产业链，不断提升蔬菜产业的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