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名称：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东支行河角分理处

机构编号：B0605U233020017
许可证流水号：01042673
批准成立日期：1992年11月1日
营业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新城河中路

1890号、1892号、1894号

邮政编码：315302
电话：0574-63891774
业务范围：总行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

授权开展的业务。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4年4月30日

关于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河角分理处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审核通过，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河角分理处营业场所变更

为慈溪市白沙路街道新城河中路 1890 号、1892 号、1894 号，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梁辉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016
许可证流水号：01042670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7月8日
营业地址：余姚市兰江街道南雷南路716号（一层）、

718号（一层）、720号（一层）、722号（一层）
邮政编码：315403
电话：0574-62576700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

业务范围：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办理国内汇兑业务；从事
银行卡(借记卡)业务；受理信用卡还款业务；受理
电子银行业务(含自助银行业务、短信服务)；基于
邮储银行系统的代收付业务；代理发行、兑付政
府债券；提供个人存款证明服务；代理销售商业
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经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并由邮储银行委托的其他商业银行业务。

发证日期：2024年4月26日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梁辉营业所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梁辉营业所营业场所变更为：余姚市

兰江街道南雷南路 716 号（一层）、718 号（一层）、720 号（一层）、722 号（一层），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环城东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252
许可证流水号：01042676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30日
营业地址：慈溪市观海卫镇环城东路65号、67号、69号（三间一层）
邮政编码：315315
电话：0574-63620969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

业务范围：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办理国内汇兑业务；从事银行
卡(借记卡)业务；受理信用卡还款业务；受理电子银行
业务(含自助银行业务、短信服务)；基于邮储银行系统
的代收付业务；代理发行、兑付政府债券；提供个人存
款证明服务；代理销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经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由邮储银行委托的其他
商业银行业务。

发证日期：2024年5月6日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东山头营业所更名更址的公告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东山头营业所营业场所变更为：慈溪市观海

卫镇环城东路65号、67号、69号（三间一层），名称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环城东路营业所，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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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畅

党纪学习教育，必须坚持抓
“大”不放“小”，既要在大是大非
问题上旗帜鲜明地统一思想，剖析
典型案例，起到以儆效尤的警示作
用，又要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在违反
和忽视党纪党规方面存在的“小
微 ” 问 题 ， 坚 持 以 “ 小 ” 见

“大”，见“微”知“著”，增强警
觉度，提高整改率，确保党纪学习
教育落小落细落实。

违反和忽视党纪党规的“小
微”问题，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有
一定普遍性。原因主要有三：一是
不知情。因为平日疏于学习，对党
纪党规“不上心、不了解、不掌
握”，于是，频频发生有违党纪党
规的情况而不自知；二是不畏惧。
在有些党员干部看来，自己仅仅是
打了一个擦边球，并没有触及本
质，危害性不大，因而总是自我安
慰，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三是不自
律。有的党员干部“对人马克思主
义，对己自由主义”，只要组织照
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样，自我标
准低，又不屑接受监督，难免“小
微”问题不断。

千万莫小觑一些党员干部违反

和忽视党纪党规的“小微”问题。
须知，大与小从来是相对的，大由
小而来，小孕育着大。个别党员干
部犯大错、栽跟头，恰恰就是由一
些违反和忽视党纪党规“小微”问
题积累而导致的。比如，有些贪官
热衷做“两面人”，当面说一套，
背后做一套，正是从工作浮滑而好
于谎报、瞒报开始的；有些贪官贪
欲汹汹，什么钱物都敢伸手，就是
从节日收礼和日常吃请变异而来
的；有些贪官色胆包天，包小三、
玩情人，也是由羡慕奢侈生活，频
繁进出娱乐场所引发的。“大洞不
补，小洞吃苦”。因此，必须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明要求、守纪律，自
觉从“小”处改起，从“微”处严
起。

结合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和帮
助党员干部深化对遵守党纪党规重
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养成堵塞

“小微”漏洞的自觉性。须知，没
有严格的党纪党规，党的组织就会
成为一盘散沙，为人民谋利益就会
成为一句空话。实践已经证明，纪
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
势，正是靠着严明的纪律和规矩，
我们党才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
革事业的伟大胜利，才赢得了人民

群众最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因此，
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与违反和忽视
党纪党规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
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
和遵循。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党员干部应坚持逐章逐
条学、联系实际学，抓好以案促
学、以训助学，在推动《条例》入
脑入心的同时，对一些违反和忽视
党纪党规的“小微”问题，做到

“认清、析透、瞄准”。认清，就是
对照党纪党规，找一找违反、忽视
党纪党规的“小微”问题有哪些，
看一看与党纪党规要求的差距有多
大，想一想由此造成的后果有多
重；析透，就是要求每一名党员干
部必须坚持刀刃向内，红红脸、出
出汗，多从主观上寻找问题根源，
从思想深处分析问题缘由；瞄准，
就是结合党纪学习教育的整体要
求，通过自身查找、组织帮助、党
员干部之间相互提醒，有的放矢提
出可操作、能见效的整改落实方
案。

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防
止走过场，就必须把违反和忽视党
纪党规“小微”问题的整改真正落
到实处。党员领导干部应率先垂

范。在党纪学习教育中，党员领导
干部必须自觉带头，真正体现“一
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的要求；应坚持边整边改。对于已
经认领的存在问题、已经明确的整
改方案，必须做到知行合一、边整
边改，通过强素质、转作风、办实
事，让群众看到党纪学习教育带来
的新作风、新面貌、新成效；应形
成必要的制度规范。结合回头看，
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一些
行之有效的做法以机制的形式固化
下来，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必要的
教育规范、行为指南。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管
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各级党组
织和领导班子应以诊疗“小微”问
题为切入口，进一步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
束、不断提高免疫能力，增强政治
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
定力，始终做到受警醒、明底线、
知敬畏，忠诚、干净、担当。

党纪学习教育须抓“大”不放“小”

杨朝清

“本店不用预制菜，现炒现
做。”近期，宁波一些餐饮店纷
纷亮出“拒绝预制菜”的告示；
叮咚买菜、盒马等电商平台也纷
纷将首页的“预制菜”频道，悄
然更名为“快手菜”频道 （5 月
8 日 《宁波晚报》）。

预制菜成本更低、效率更
高 ， 一 些 餐 饮 店 “ 拒 绝 预 制
菜”，主要在于部分预制菜鱼目
混珠、以次充好，加剧了公众的
食品安全焦虑。愿意多支付一些
成本，愿意多等待一些时间，喜
欢“锅气”和“烟火气”的消费
者，拒绝预制菜，是基于切身利
益的理性选择。

预制菜产业作为一个市场富
矿，前景可观。然而，预制菜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前提，
就是守好安全底线，让消费者吃
得放心、吃得安心。消费者青睐现
炒现做，既有习惯成自然的因素，
也是用脚投票——对于预制菜从

业者而言，如何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和认同，是最现实的考题。

预制菜标准化、流程化，更适
合储存和运输；可是，行业标准的
缺失以及假冒伪劣、无标识信息、
原材料无法溯源等乱象，导致泥沙
俱下、良莠不齐。今年 3月，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首
次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并
对强化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推进
预制菜标准体系建设等提出要求。

预制菜有预制菜的优势，现炒
现做也有现炒现做的好处，二者并
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应
该错位发展、相互补充。一方面，
预制菜行业应提高专业化、规范化
水平，并通过产业升级迭代来更好
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那
些以现炒现做为卖点的商家也需保
持真我的风采，满足消费者对口
感、味道和品质的追求。预制菜和
现炒现做只有各行其道、各美其
美，方能各得其所。

预制菜与现炒现做
并非“零和博弈”

戈岩平

在自设网站发布的宣传图
文，出现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进行商业营销的情形，并使用

“用椰子擦乳”“南太平洋美女很
少‘飞机场’”等违背公序良俗
的广告语……5 月 6 日，椰树集
团有限公司因擦边球广告，被海
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罚
款40万元。

提起椰树集团，相信很多人
脑海里浮现的是“椰树牌椰汁”
黑色包装、白色大字、热辣美女
的画面，该集团之前因“画风清
奇”的广告包装、尺度大胆的宣
传文案、衣着暴露的代言，多次

“荣登”热搜榜。这次，椰树集
团在其网站上出现有违公序良俗
的广告语，被罚 40 万元，应该
说一点也不冤。

商家要赚钱，媒体要创收，
广告要吸引眼球，这些能够理
解。但广告营销不能不守规矩、
没有底线。因为商业广告面向全
社会公开发布传播，涉及的不仅
是企业自身的管理和形象，更关

乎社会公共秩序和道德。
广告行业是公认最具创意的

行业之一，好的广告媒介，遇上
与之相称的优美创意，才会发挥
最大效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近
年来，为博眼球、赚流量，不少
企业在广告营销中挖空心思，把
恶俗广告当作“流量密码”，严重
污染了社会公共道德空间，尤其
对未成年人影响恶劣，为法律和
道德所不容。

根据 《广告法》 规定，广告
内容应“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
德”，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
违背社会良好风尚”。针对恶俗广
告的破坏性和不可逆性，除了依
法进行处罚之外，相关监管部门
还应建立完备的监督惩罚机制，
把各种不良效应遏制在萌芽状态。

商 家 守 底 线 ， 产 品 才 有 声
誉。那些不顾及公众观感、缺乏
社会责任心的广告创意很难受人
尊 重 ， 也 很 难 为 品 牌 累 积 好 感
度。为抓住受众眼球，不惜打审
丑和低俗化的擦边球，最后被批
成反面典型，对商家来说，也是
得不偿失的。

椰树集团因擦边广告被罚40万元：

守底线才能有声誉

罗志华

日前，连锁药房重庆鑫斛亮
“底价”开卷的消息，将药房行
业的“内卷”现状推到了聚光灯
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
统计年度数据 （2022 年）》 显
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全国
共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企
业约64.4万家，比奶茶店还要多
出十几万家，有的城市 100米内
就超 5家。一边是头部连锁药房
迈入“万店时代”，加速圈地扩
张；另一边是单体药房或将迎来
闭 店 潮 （5 月 8 日 《 成 都 商
报》）。

现在各行各业竞争都很激
烈，药品零售行业更是“内卷”
得厉害。过去实体药店的主要竞
争对手是医院的药房，现在除此
之外，网上药店的数量迅速增
长，销售乙类非处方药的自助售
药机也在商超和便利店等场所大
量出现。前有劲敌，后有追兵，
实体药店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在一些药店看来，每多开一家店
面，或许就多增加一份生存与发
展的机会。

然而，单纯搞数量扩张，并
不能真正提升药店的竞争力。药
事服务是否到位，药品的种类是
否齐全，价格是否比别人低，以
及是否具备医保定点资格，能不
能通过处方流转平台获得来自医
院的处方等，才是消费者看重
的，假如这方面实力不如别人，
增加再多的店面也没用。不仅如
此，店面越多，成本越高，而实
体药店与网上药店相比，店面租

金与人力成本是主要的竞争劣势，
搞数量扩张可能会适得其反。

更要看到，盲目扩张还会导致
其他问题。比如，社会上的执业药
师总量有限，在药店数量较少的情
况下，执业药师仍然十分紧缺，很
多药店只能通过“影子药师”来解
决问题，违规销售处方药等现象比
较突出。假如药店数量扩张速度远
超执业药师的数量增长速度，药师
紧缺现象就会更加凸显，相关乱象
也会更加突出。

药店“跑马圈地”，不仅会放
大自己的短处，而且还可能浪费发
展的机遇。目前，医保谈判药品实
现“双通道”保障机制，药店保障
通道由实体药店承担，这是一块巨
大的市场蛋糕。公立医院全面取消
药品加成，零售药品业务从医院大
量转到实体药店。过去“处方从哪
里来”困扰着实体药店，目前全国
多地大力推进电子处方流转，处方
流转的主要去向是实体药店。在医
院开处方、在实体药店拿药，将变
得更加普遍。这些医疗改革举措，
均可大幅提升实体药店的业务量，
顺应医改的方向行事，才是实体药
店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单纯以数量取胜已显得十分落
伍，通过质量取胜才是正确的方
式。药师时时在岗，并及时提供用
药指导；“双通道”保障药品应有
尽有，并让消费者同等享受报销政
策；像连锁药店重庆鑫斛那样亮明
药品“底价”，并实行微利销售
……如此才能明显提升自身竞争
力。这样的药店即使数量较少，同
样可拥有让人不敢忽视的竞争优
势，并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药店“跑马圈地”
切莫跑偏了方向

刘效仁

小刘及其他两名员工建立微信
群“某某素材组”，私下吐槽某公
司高管林某，被林某发现并偷录。
林某认为，小刘等三人在微信群中
对其诽谤谩骂，侵犯其名誉权，于
是向法院起诉，要求三人停止侵
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并赔偿损失。近日，北京互联网
法院判定，林某偷录员工微信群信
息侵犯了员工隐私权，证据不具备
合法性，故驳回全部诉求 （5 月 8
日 《新京报》）。

哪个背后不说人，哪个背后
人不说，这似乎是千古未变的人
情 世 故 。 做 领 导 ， 被 人 背 后 议
论，在所难免。小刘等三人在微
信 群 聊 天 中 称 林 某 “ 没 管 理 能
力”“两面三刀”等，不值得大惊
小怪。当然，表达得有边界和底
线，即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无中
生有，不能恶意中伤。否则，就
会受到法律追责。

可私下里的表达，要宽松、自
由得多。因为，几个人私密性的述
说，即便针对某个领导，言辞尖锐

苛刻一些，由于没有对当事人造成
直接伤害，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不
得任由别人窥探、偷录，乃至成为
诉讼的证据。

作为领导，享有对他人的管理
权，被部下批评或背后议论亦是理
当让渡的一种权利。如果他人微信
聊天记录可以被偷录，作为呈堂证
供，并得到司法支持，后果显然是
可怕可悲的。

林某之所以败诉，被驳回全
部诉求，除了偷录员工微信群信
息，侵犯了其隐私权，也因为该
证据不具备合法性。从取证过程
看，林某并非明确出于取证之目
的、情势所迫而实施上述行为，
亦 非 偶 然 获 悉 涉 案 微 信 聊 天 内
容，且在明知可能侵犯他人隐私
权的情况下，通过翻看他人微信
记录从而获悉涉案内容，用法官
的 话 说 ，“ 侵 权 在 先 而 取 证 在
后”。也就是说，林某欲通过侵
害他人隐私权的方式，追究他人
在私人群聊时可能侵害其名誉权
的 责 任 ， 该 方 式 超 过 其 维 权 必
要。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既合法理也合情理，亦合公序良
俗。

司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
允许以发现真实为名，行严重侵害
民事权利之实。涉案取证方式超过
其维权必要，若不排除该证据，无
异于承认和鼓励此种故意侵犯他人
隐私权的行为，不利于法律秩序的
维护，不利于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
和隐私权。是故，本案判罚具有普
遍指导意义。

领导偷录员工吐槽起诉被驳回：

隐私权不容侵犯

文武平

“五一”前夕，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公开通报 8起违规吃喝典型问
题。从通报情况来看，这些问题涉
及“吃公函”“吃老板”“吃下级”
等顶风违纪、隐形变异问题。奢靡
之始，危亡之渐。掀开违规吃喝

“隐身衣”，就要紧盯那些“吃心不
改”者违规吃喝的特点规律，找准
根源、靶向施治。

紧盯“一门心思‘吃老板’、
变着法子‘吃空函’”这些新动

向。当前，依然有一些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吃心不改”“酒兴难
消”。有的对“吃老板”不放弃，
为躲避监督，在吃喝地点上动起歪
脑筋，将吃喝场所转为内部食堂、
私人会所或“农家乐”。有的对

“吃公函”盯住不放，以虚列公务
接待和套取会议费、办公费等“精
致走账”的形式违规吃喝，挖空心
思变相公款消费。

紧盯“下基层‘沾点油水’、
办实事‘来点小惠’”这些小细
节 。 当 前 ， 无 论 是 机 关 还 是 基
层，违规吃喝依然存在。少数机
关 干 部 下 基 层 奔 着 “ 饭 局 ” 而
去，若是没安排一顿饭、没拿一
包 烟 、 没 得 点 土 特 产 ， 就 不 开
心，解决问题也不上心。少数基

层 干 部 去 机 关 就 奔 着 “ 请 客 吃
饭”，而个别机关干部欣然接受

“吃下级”。这些小问题，有的人
习以为常，实则是以权谋私、作
风腐化的表现。

紧盯“检查考核‘招待好’、
异地取经‘人情味’”这些小心
思。当前，一些地方违规吃喝表
现多样。比如，上级机关来检查
考 核 ， 以 超 标 准 的 方 式 安 排 接
待；兄弟单位来取经，以超标准
的方式尽地主之谊；组团去外地
招商引资，以送土特产方式换取
高规格接待等。这些小心思，其
实就是“吃公家”“蹭公家”的想
法在作怪。

违规吃喝看似不起眼，实为党
纪所不容，而穿上“隐身衣”的违规

吃喝，更是伤民心，必须以猛药加以
治理。一方面，强化警示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保持健康心态，
克服口腹之欲，少贪口腹之利。能吃
饭堂就不要吃饭店，能吃自己就不
要吃公家，避免组织和参与公款吃
喝。另一方面，构建“不敢吃、不能
吃、不想吃”的“条条框框”，健全预
算监督机制和公务接待财务标准以
及审批、核准、监督制度，把公款奢
靡之风关进制度的笼子。

与此同时，对那些“吃心不
改”、顶风违纪的顽固之徒必须露
头就打，对那些隐形变异吃喝问题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只要系统施治、常抓不懈，坚决铲
除违规吃喝滋生的土壤，就一定能
让违规吃喝无处遁形。

掀开违规吃喝“隐身衣”让其无处遁形

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显
示，截至 2023 年末，全国企业年金积累金额
首次突破 3 万亿元，达 3.19 万亿元，参加职工
3144 万人 （5月8日新华社）。 朱慧卿 绘后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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