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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N个服务不如提供一个厕所
头条评论 破解“如厕难”，无疑是对银行人性化服务的现实考

验；面对各级政府部门实施“内部厕所”向社会开放的大势
所趋，银行“仅供内部使用”的行业潜规则，颇显人文缺失
和不合时宜。

一周舆评

□张玉胜

去银行排队办理业务，常常
会遭遇如厕难的尴尬。近日，记
者随机走访了5家银行，发现这
几家银行均不对外开放厕所，工
作人员解释称，不对外开放是基
于安全考虑。（3月21日《北京青
年报》）

“顾客是上帝”曾是被服务
性行业普遍认可的经营理念，可
面对银行厕所“仅供内部使用”
的潜规则，顾客的弱势与无奈便
不言而喻。“基于安全考虑”能否
成为银行对顾客如厕说不的理
由，“银行如厕难”是否折射其人
性化服务的缺失，民众的诉求与
质疑亟待求解。

诚然，基于“金融重地、闲人
免进”的常识性道理，确保“资金

安全”的确是银行必须优先考量
的问题。在到处布满摄像头的银
行机构，唯有厕所是无法实施监
控的“死角”，不对外开放或在情
理之中。但银行毕竟是面向社会
大众的服务性机构，岂能只考虑
到“钱”的绝对安全，而罔顾“人”
的生理需求？面对保障“资金安
全”PK解决“顾客内急”的选择
性考题，难道只有保此舍彼的一
种答案，就不能探索出两全其
美、人己两便“通融”之策？

必须正视的社会现实是，在
年轻人热衷于使用网络银行、手
机银行的当下，到银行网点办理
业务的客户则多为中老年群体，
而因患泌尿系统疾病导致尿频、
尿急成生活常态，也正是这一群

体的生理性特征。破解“如厕
难”，无疑是对银行人性化服务
的现实考验；面对各级政府部门
实施“内部厕所”向社会开放的
大势所趋，银行“仅供内部使用”
的行业潜规则，颇显人文缺失和
不合时宜。

其实，只要银行摒弃唯我独
尊的强势思维，秉持“顾客至上”
的服务理念，真正把储户当亲
人，急顾客的“内急”之所急，就
不愁找不到兼顾与人方便和自
己方便的“最大公约数”。比如，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考虑将厕
所设置在银行外或者等候区。正
所谓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
困难多。

眼下，银行竞争激烈，不断

创新各种服务举措吸引储户。然
而，N个所谓贴心服务，不如提
供一个厕所。“银行如厕难”喊了
多年，因顾客“内急”未得到及时
处置而导致的行为尴尬也时有
发生，但缘何问题依旧、尴尬依
旧。除了银行人性化服务意识的
缺失外，制度建设的滞后也是不
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从
顶层设计和法规完善的层面入
手，形成倒逼和激励的驱动力。

比如，由银行系统的管理层
出台相应的行业规范，要求银行
机构必须设置公共卫生间，将公
厕设置纳入银行服务大厅的建设
架构；完善对金融服务行业的考
核评价机制，充分保障社会大众
的话语权和监督权，除了创造利
润和吸纳储蓄等业务性指标外，
加入客户满意度的测评占比。只
有促成提升服务意识和健全机制
规范的双向合力，破题“银行如厕
难”才有望摆脱“打嘴仗”。

“这次春节回老家,我父母把房子过户给女儿端端了。”北京刘
女士的女儿端端今年才14岁,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姥姥姥爷的房子
被过户到了她的名下。大宝抢先下手分财产,对此,您怎么看？

大宝抢先下手分财产,谁之过？

假现象背后
藏着真问题

下期话题预告 背债为幼儿园儿子买宝马 您怎么看？

漫漫画画//王王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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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凯

清明将至，扫墓成了必修
课，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假期，
尤其工作在外地的人，山水迢
递，如何尽孝？据报道，四川成都
市长松寺公墓推出了一种新的

“互联网＋祭祀”方式——— 微信
远程祭祀。用户在微信公众号上
填写寄语，随后寄语可同步到墓
地前的一块大电子屏上滚动显
示，以表哀思。具体方法虽然头
一次听说，模式则并不新鲜，不
过是前些年引发巨大争议的“代
祭”“代扫”的变种。所不同的是，
在网络技术无远弗届的今天，新
手段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这样
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未尝
不能起到精神洗礼的作用。

这两天，一篇文章援引联合
国定义，认为“1992年生人已步入
中年”，这让那些 25 岁的年轻人
似乎已经感受到了中年危机的
压力。专家认为，这主要归咎于
两个因素，一是现代生活的节奏
加快，现代年轻人一天所经历的
事情，在传统社会里可能半年也
未必能够经历。二是移动互联网
带来的资讯过载完全超出现代
人有限的大脑认知资源承载范
围。但另一方面，“青年”、“中年”
并不是严谨的概念，80 后、90 后
的年轻人唏嘘于“中年将至”，不
过是面对压力的一种退缩方式。

最近，一篇《校长怒了！还有
多少假课文在侮辱孩子的智商》
再次引发了大家对语文课文的
关注。平心而论，教材有“刺”与
读者“挑刺”，都属正常。教材的
地位非常特殊，其人物或言辞，
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可以说无
出其右者。这其实完全可以成为
一段佳话：语文教材在全体人民

“火眼金睛”的锤炼之下，输攻墨
守，不断改进，终于铸就了毫无
瑕疵的精品，而不是像现在这
样，挑错方愤愤不平，出版方不
肯低头，结果只能是孩子遭殃。

不管是假祭扫、假中年还
是假课文，假现象背后藏着真
问题，都需要正视。

原因：家庭、社会因素影响

孟木二梓：大宝如此“自私”
并不奇怪，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
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作为独生子
女，不仅成为家庭的中心，在客
观上形成了“家里一切都是我
的”这种意识，有的父母甚至还
用“我们的东西也带不走，都是
留给你的”这样的话来表达对孩
子的爱。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苛责
孩子自私，而是要进行有针对性
的教育。

童其君：大宝抢先下手分
财产，家庭教育问题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由全家围着大宝
转现象长期普遍存在而形成的
社会氛围所影响。毕竟，大多数
家庭还是一个大宝，这些孩子
无不是整个大家庭的中心，在
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影响之下，
不谙世事的大宝，往往对父母
再要一个，内心充满忧患恐惧。
于是，抢先下手分财产为强、先
来先得就成为大宝的自觉。

对策：父母要一碗水端平

林小俊：作为教育孩子中
坚力量的父母在日常的生活和
教育中需要把一碗水端平，相
信这样亲情必然能战胜金钱。
由于大多数家庭的大人工作都
忙，经常依靠爷爷奶奶或姥姥
姥爷照顾孩子，有了二孩之后
就更顾不上了，对孩子的身心
成长缺乏关注，容易让老大产
生被忽视的感觉，进而缺乏安
全感。父母要从心灵深处去关
爱他们，帮助大宝、陪伴大宝度
过这样的心理困难期。

刘运喜：我们应该主动承
担起对大宝们的教育责任，强
化思想品德教育，灌输做人礼
仪规矩，普及法律知识，让他们
学会尊老爱幼，学会团结互助，
学会和平相处，学会关心人、爱
护人、理解人，在幼小的心灵里
就培植起爱心、善心，在行使权
利、享受利益的同时，积极履行
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成都一父母为让儿子在高档幼儿园
不丢份，负债20万换了辆宝马车，儿子开心
了可日子却是过的越来越拮据，省钱还债
还得处处节省。这样的父爱，是对还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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