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师范学院
开展“网购”调研活动

本报讯（记者杨柳）日前，信阳师范
学院开展了网络购物调研活动。 由于本次
活动贴近大学生生活， 关系大学生切身利
益，因此学生们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据
统计，该院在校的

500

余名大学生参加了本
次调研活动。

本次调研活动集调查问卷和“网
购”知识宣传于一体，分别讲述了购买
商品前的准备、购买流程和收货确认三

个“网购”流程，以及网上购物常见的陷
阱和应对技巧。

目前，随着网络、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和计算机的不断普及，“网购” 在大
学生群体中已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与时尚，

网上购物已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方
式。 网上购物不仅方便快捷、 可选种类丰
富， 而且价格往往比一般店面商品的价格
更具吸引力。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电子

商务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目前网上商店
总数已经超过

10

万家， 网上展示的商品总
数约为

2000

万件。

据卓越网配送负责人介绍，“网购”主
要群体之一的大学生， 以网络购买书籍为
主，当然也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信阳师范学院社会调查研究协会会
长王静表示：“我们将及时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形成高质量的调查报告，以展板、

广播、 网络等途径在信阳师范学院进行
宣传，丰富和加深大学生对‘网购’的认
识与了解， 提高同学们在网上购物的防
骗技巧， 特别是提高同学们在网络上的
自我保护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
方法。”

礼 物

今天上班已经两个小时了， 还没有卖出
一件商品，我心里非常着急。这时，来了一位
年龄大概

50

岁的老妇人， 我忙迎上去：“欢迎
光临，阿姨，您需要什么？我给您介绍一下。”

“我自己看看吧。” 可能她不喜欢我主动介绍
商品，我心想。

她转了一圈后， 目光停在我们的一套新
款内衣上，我建议她试穿。刚开始，她不好意
思， 让我进试衣间帮她试穿。 我说：“没关系
的，我帮您调整一下，您自己穿的时候就会更
舒服了。”打消了她的顾虑后，我和她边聊天，

边帮她试穿。“挺好，挺舒服，姑娘，我就要这
件了。”她说。

我一边开单，一边微笑着说：“阿姨，我们现
在做活动，可以再送您一条裤子。”“姑娘，你真
好，待人诚实又贴心，就像我女儿一样，你要是
不送给我，我也不知道啊。这样吧，这条裤子就
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了， 也算咱俩认识一场。”

她说。

我站在那里，心里非常感动，因为这是我参
加工作以来第一位送东西给我的顾客， 多好的
大妈啊！我把那条她没拿的裤子放回柜台，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我在商场里常见到这位大妈。每次见
到我，她总会说声：“当班呢，姑娘！”我也开心地
回应：“是啊，大妈，您
来了。”每次看到她的
身影， 我心里总有一
种暖暖的感觉。

西亚和美广场刘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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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恶意欠薪有法可依了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但现实生
活中，一些务工者尤其是农民工以下
跪、堵路、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薪的消
息不时传出。恶意拖欠工资，已成为
一个屡禁不止、 久拖不决的社会问
题。

2

月
25

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传来消息， 刑法修
正案（八）已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
表决。其中，“恶意欠薪入罪”这项最
新修改， 体现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 同时也彰显着保护民生的立法
原则。

近年来，农民工遭遇欠薪困境几
乎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有些纯属恶意
欠薪， 明明有能力给农民工发工资，

却故意不发或长时间拖欠。于是一些
农民工被迫走上堵路、跳楼等“犯法

讨薪”之路，劳资关系纠纷升级为关
系社会稳定的公共事件。 据了解，我
市被雇主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并不在
少数。记者采访了几位农民工，他们
都表示有被拖欠工资的经历， 少则
1000

多元，多则几千元不等，有的甚
至老板都跑了。 一位农民工告诉记
者，他去年的工钱到现在还没有要回
来。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不得克扣
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而现实
中，违反此规定的雇主，即使被查处

也只需支付工资和赔偿金，并没有被
绳之以法。目前对于欠薪行为，通常
的做法只是要求雇主整改，稍重的处
罚也只是罚一点拖欠工资的补偿金。

即便责令欠薪者限期支付拖欠的工
资，如果欠薪者拒不执行，便无计可
施；通过仲裁、诉讼，讨薪者往往在时
间、精力、财力上都难以承受；许多讨
薪者即便打赢了官司， 却因企业关
闭、欠薪者逃匿而无法执行。于是，当
违法成本小于违法获利时，恶意欠薪
就有了足够的利益驱动力。 在采访

中，许多务工者都对被拖欠工资表示
很无奈， 老板跑了根本找不到人，他
们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

之所以存在恶意欠薪行为，无疑
与现在法律对恶意欠薪处罚力度不
大、 恶意欠薪违法成本过低有关。许
多雇主也认为， 大不了就是罚几个
钱，又不会坐牢。

2

月
25

日，针对“恶意
欠薪”行为，刑法修正案（八）作出规
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
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
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

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
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对这一规定，务工者们都表示
支持和赞同，他们认为，最起码自己干
活有了保障，心里踏实了许多。

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
,

最主要的
收入就是工资

,

恶意欠薪行为不仅侵
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

,

还可能威胁到
劳动者基本的生存权。现在，对恶意
欠薪列罪， 在刑法中有了明确规定，

以后那些“老赖”们再想赖账，就得掂
量掂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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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笔者对一些率先致富的先进
个体私营企业主进行调查时发现一个倾
向性问题：不谈收入。细问之后才明白，

谁要是露富，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一是怕“快牛”被鞭打。当“架桥修
路”、“救灾扶贫”、“拥军助残” 等活动需
要捐款捐物赞助时， 作为率先致富的一
些个体私营业主走在前面， 主动踊跃捐
款，这本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好事。然而，

一些部门和单位在得知哪个人捐助的款
额大后，想的不是如何鼓励、表扬这种奉
献精神， 而是对这些个体私营企业或提
高纳税营业额，或上调诸如治安联防费、

清洁卫生费标准等。其思维的逻辑是，你
既然拿那么多钱来捐献，收入一定很高；

收入高就说明过去的标准定低了， 现在
提高标准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二是怕捐款赞助踏破门。 哪个个体
私营企业富裕了，消息不胫而走，各种名
目的捐款、 赞助也就接踵而来， 有些部
门、 单位把这些个体私营企业主看成是
“唐僧肉”，在提高其知名度的名义下，拉
赞助的、要求捐款的人经常上门“恭候”。

有一位姓张的个体老板， 拥有固定资产
近千万元，他本人曾先后多次受到表彰，

名是出了， 可烦恼也随之而来， 要求捐
款、赞助的单位和个人便纷纷找上门来。

照给不误吧，自己财力吃不消，不给吧，

上门要求捐款、 赞助的部门和个人大多
又是平时经常打交道的， 况且现在又有
各种先进的名声在外，为此，张老板疲于
应付，苦不堪言。

三是怕参观访问、检查指导多。一个
经济效益好的个体私营企业， 往往是一
个地方的示范点，于是一有参观访问者，有关部门便介绍
前来。这之前，要准备汇报材料，有的还要求材料要经得
起推敲，有高度，有深度，有厚度，让老板很犯难，因为个
体私营企业多的是管理技术人才，没有笔杆子。让企业老
板发愁的还有接待条件有限， 没有可供大队人马听汇报
的会议室。特别是有些企业，尚在初创时期，配套不完善，

没有闲钱盖会议室。虽然有的领导对此并不在意，但企业
老板心里还是不安。 更愁的是， 没有拿得出手的接待人
员，这些接待人员平日里迎来送往可以维持，但经不起大
阵势，有时顾东顾不了西，顾首顾不了尾，好事没有办好，

还弄得上面来人特别是随行人员颇有怨言。 参观的人多
了，老板分身无术，无暇他顾，影响了企业业务。还有一些
部门和单位借检查之名，除吃喝之外还索要东西，加重了
私企业主的经济负担。

一些私营企业者靠守法经营、辛勤劳动先富起来，是
我们党和国家提倡的，是政策
所允许的，政府有关部门及社
会各界要为他们创造安心经
营、放心大胆致富的良好社会
环境和法制环境，以促进个体
私营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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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锐

为了改善我市中心
城区的道路交通环境，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于今年年初开始对市内
的几条主干道进行道路
维修改造， 目前这项工
程进展顺利。 图为施工
人员正在民权路改造现
场紧张施工。

本报记者赵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