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华早锐评02 版 |
新闻爆料：huaxiazaobao@126.com

责任编辑 |朱文强 版式编辑 |张丽 校对 |卢路

华夏早报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2025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五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早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社委会

江  单 陶  沙 尹万塘
李增勇 张华勇

编委会

江  单 尹万塘 张华勇 
黄  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张邦毛 许平安 董  哲
梅任重

顾问 |方智平 邓飞 李  
凌
名誉社长 |李克炎
社长、总编辑 |江 单
常务副社长 |陶 沙
常务副总编辑 |尹万塘
执行社长 |黄 浩
副社长 |李增勇 钱正云 
龚德贤
执行总编辑 |张华勇
副总编辑 |朱文强 张存
猛 周应文 董哲

采访中心
主任 |董 哲（兼）
编辑中心
主任 |罗 阳
评论新闻中心
主任 |张 颖
经济新闻中心
主任 |龙 腾
区域新闻中心
主任 |潘利求
文旅新闻中心
主任 |许平安（兼）
群众工作中心 (内参部 )
主任 |张学江
国际新闻中心
主任 |黄 浩（兼）
融媒体中心
主任 |罗明荣
新闻影像中心
主任 |古 风
经营中心
副总监 |严明川
品牌战略中心
主任 |骆 闻
先锋文化出版中心
总编辑 |唐吉民
营商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黄开堂
副刊编辑中心/《思想者》
编辑部
主任 |艾华林
思想者电台
主编 |郭园

驻境外记者

驻澳门记者 |王 强
驻台北记者 |黄昭蓉
驻东京记者 |向建国
驻新加坡记者 |毛周
驻新德里记者 |黄朝
驻阿拉木图记者 |周璐
驻耶路撒冷记者 |贺友
驻加州记者 |黄 浩
驻开罗记者 |吴志刚强
驻莫斯科记者 |朱可夫
驻奥斯陆记者 |向建军
驻伦敦记者 |邓联辉
驻巴黎记者 |卢伟平
驻巴西利亚记者 |尹志
强
驻堪培拉记者 |欧阳子

频发“抬老人取钱”事件，这类银行咋就这么没人性？
    5 月 14 日，有网友
发文称，其姑妈重病住院
期间，让子女带着身份证
到中国农业银行株洲田心
支行取一笔 5 万元的定期
存款，用来支付医药费，
但银行工作人员要求本人
到场才能办理。家属将患
病老人用轮椅抬到银行，
办理取款手续过程中，不
幸去世。（5 月 15 日 极
目新闻）
    又一起“抬老人取钱”
事件发生了，这次还闹出
了人命。有网友说，这家
银行涉嫌“故意杀人”，
必须要追责！世间似乎再
也没有比银行这种行为无
赖无耻、冷酷无情的了。
难道银行就是这样一而再
再而三地对待它的“上帝”
的吗？到底还要发生多少
起如此悲哀的惨剧，才能
让这帮冷血动物稍微有点
人性和温情？
    近年来，这种银行要
求“抬人取钱”事件频频
发生，屡见不鲜，引发了
社会广泛关注和民众强烈
不满。这类事件看似只是
一个简单的业务操作与特
殊需求之间的冲突，但背

后却深刻地反映出金融机
构在服务意识、人性关怀
以及社会责任等方面存在
的诸多严重问题。
    从最基本的服务意识
来看，银行本应是为客户
提供便利、高效、人性化
服务的场所。储户将钱存
入银行，是基于对银行的
信任，期望在需要时能够
顺利地支取。而当面对一
位行动不便或卧病在床的
老人时，银行不是积极地
去寻找解决方案，比如提
供上门服务或者特殊的协
助设备，反而要求储户抬
着老人前来取钱。
    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
置的做法。服务应该是人
性化的，任何规则不应成
为为难人的利器。就如同
一个商家，在顾客已经表
明特殊困难的情况下，不
仅不给予特殊照顾，还设
置不合理的前提条件来刁
难顾客。这种服务意识的
缺失是对客户权益的公然
漠视。
    进一步深入思考，这
一行为背后暴露的是银行
内部管理机制的僵化。银
行在制定业务流程和规定

时，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
特殊群体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人口老
龄化日益严重，行动不便
者并不在少数。一个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服务体
系应该具有足够的弹性，
能够在遵循合规性的前提
下，灵活应对各种特殊情
况。然而，一些银行的不
合理做法表明其内部管理
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只
是一味地机械执行既定规
则，而不顾及规则背后的
真正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
务客户。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这类事件显得尤为冰冷无
情、灭绝人性。老人身体
不便，本应得到更多的关
爱和照顾。银行作为社会
公共服务机构的一部分，
也应该承担起一定的社会
责任，展现出应有的温度。
    变相逼着民众抬着老
人取钱，这不仅仅是一种
业务上的不合理要求，更
像是对老人尊严的一种践
踏。在一个文明社会里，
我们倡导尊重老人、关爱
弱势群体，而银行的这种
行为无疑是与社会公序良

俗背道而驰的。
    这类事件也给整个金
融行业敲响了警钟。随
着金融市场竞争的日益激
烈，各个金融机构都在强
调产品创新、业务拓展，
却往往忽略了最基础的服
务质量提升。很多银行在
大肆宣传自己的高端服
务、新型金融产品时，却
忘记了那些普通储户，尤
其是特殊需求储户的基本
权益。这类事件警示着所
有金融机构，不能仅仅追
求经济效益和表面的业务
增长，更要注重服务的内
涵和品质。
    对于银行自身而言，
如果不深刻反思并整改这
一问题，其品牌形象将会
遭受严重损害。在信息传
播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样
的负面事件会迅速传播开
来，让广大储户对其信任
度大打折扣。一旦失去了
客户的信任，银行的业务
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无
论是吸收存款还是拓展贷
款等其他业务都会面临挑
战。
    要解决这类问题，银
行首先需要重塑服务理

念，将客户的需求放在首
位，尤其是要关注特殊群
体的需求。其次，要优化
内部管理机制，在确保合
规的前提下，给予基层员
工一定的自主权，以便能
够灵活处理特殊情况。同
时，银行还应该加强对员
工的培训，提高员工的服
务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
让员工真正理解服务的本
质是为客户提供价值，而
不是机械地执行规则。
    总之，银行要求储户
抬着老人取钱的行为是不
可取的，它反映出的是服
务意识淡薄、管理机制僵
化、缺乏人性关怀等诸多
问题。这类事件应成为整
个金融行业的一个反面教
材，促使各金融机构重新
审视自己的服务理念和管
理模式，以更加人性化、
灵活化的方式为广大客户
提供服务，承担起应有的
社会责任。
    否则，金融行业的发
展将会在忽视客户权益的
道路上越走越偏，最终损
害的是自身的长远利益和
社会的稳定发展。

■首席评论员 董哲

不集训就不招收，艺招是选拔人才还是大肆敛黑钱？
    又到了高考季。有家
长跟笔者聊起近年来艺术
院校招生背后的“集训经
济”等乱象，直呼这类院
校已然成了一些腐败分子
和资本势力敛财的工具，
实在是误人子弟，危及国
家人才选拔和培养。
    这让我想起今年 4 月
份，中国舞协主席冯双白、
原副主席罗斌、社会舞蹈
教育委员会秘书长韦立同
日被查。当时很多网友说，

“一个跳舞的能贪什么？”
殊不知，它终于撕开了艺
考黑幕的口子！
    当家长为孩子的舞蹈
梦砸下数十万“打点费”，
当寒门学子因没钱“走关
系”被迫放弃艺考，我
们不得不问：艺术殿堂何
时成了权力寻租的“名利
场”？
    因艺考评分主观性
强，便给了腐败分子可乘
之机。四川音乐学院声乐
系三位教授就曾被曝收取
18 万至 25 万元“保过费”，
甚至将考生称为“待割的
麦子”。而考官与培训机
构勾结也是公开秘密。部
分舞蹈院校教师私开“考

前冲刺班”或“集训班”，
收取 5 万至 10 万元甚至
更高的“培训费”，承诺
“上课即保过”。更有甚
者，在考卷上做记号，通
过“特殊点评”暗示其他
考官给高分。更有国内一
些艺术类顶尖名校，也堂
而皇之地通过集训方式对
外招生，收取大笔培训费。
    少则十万八万，动辄
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考前
培训费或“打点费”，让
许多家庭不堪重负。而更
令人气愤的是，这种乱象
背后隐藏着培训机构和学
校内部人员合伙盈利的黑
幕，俨然成为众多艺考生
的噩梦。
    如果不参加培训机构
的集训或找关系“打点”，
就极大可能会失去录取机
会。可以想象到，艺术院
校招生过程中如果被这样
一种邪恶风气团团笼罩，
国家的艺术教育和艺术人
才培养将沦落到何等境
地？
    这些招生乱象，从本
质上讲，是一种严重违背
教育公平原则的行为。教
育的初衷本应是发掘每个

学生的潜力，为有才华的
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
然而，这些乱象却将许多
有天赋但家庭经济条件不
允许的学生，挡在了艺术
高校的大门之外。那些出
身贫寒却有着卓越艺术感
悟力和潜力的孩子，可能
因为无法承担高额的培训
费和“打点”费，只能放
弃自己的梦想。这无疑是
对人才的一种极大浪费和
亵渎。
    产生这些乱象的原
因，一方面是部分校外培
训机构受利益驱使，看到
了艺术高校招生的巨大市
场潜力。他们通过与一些
教授或招生负责人勾结，
打造出一种看似专业、实
则商业化的集训模式，打
着能够让学生获得内部指
导、提高入学几率的幌子，
大肆敛财。另一方面，个
别高校教授和负责人也未
能坚守职业道德底线。他
们被金钱所诱惑，在招生
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参加
过特定集训或“打点”过
的学生，而不是真正从学
生的艺术素养和潜力出发
进行考量。

    而这种乱象如果蔓延
到其他类型的学校，比如
科技类院校等，后果将更
加不堪设想。大学招生的
公正性将荡然无存，整个
招生体系会陷入混乱。类
似于近来曝出的协和医学
院“4+4”培养乱象，被
这种利益操纵模式培训出
来的“水货”医生，一旦
走上工作岗位，无异于草
菅人命。
    大学是培养国家栋梁
之才的重要场所，如果连
招生环节都无法保证公平
公正，又如何能够发现和
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呢？一
个国家的繁荣发展离不开
各个领域的人才支撑，如
果因为这种不良的招生现
象导致人才被大量埋没，
那么我们的国家在科技创
新、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诸
多方面都将受到严重的影
响。
    对于艺术高校而言，
这种做法也损害了自身的
声誉和发展前景。真正热
爱艺术、有才华的学生被
拒之门外，而一些通过金
钱关系进入学校的学生可
能并不具备相应的艺术素

养。长此以往，学校的艺
术氛围和教学质量都会受
到影响，不利于学校的长
远发展。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
先需要加强监管力度。教
育主管部门应该对高校招
生过程进行严格监督，建
立健全的投诉举报机制，
一旦发现有培训机构和
相关教授等校内人员勾结
谋取私利的行为，要严惩
不贷。其次，高校自身也
应该加强内部管理，提高
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建
立科学合理的招生评价体
系，应更多地关注学生的
真实水平和发展潜力。
    总之，艺术高校招生
背后的“集训经济”等乱
象必须得到严厉整治。教
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
基础，只有维护好教育公
平，才能让真正的人才脱
颖而出，我们的国家才有
希望不断发展进步，在各
个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首席评论员 董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