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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太太经人介绍，与一家号称主营养老
相关项目的投资管理公司签订资产养老服务合
同，公司将杨老太太的房子作为抵押，向第三方
借款327万元，公司每月向杨老太太支付16350
元养老金，并代杨老太太向出借人偿还利息。
该公司在支付几个月养老金、代付部分借款利
息后停止了支付、代付，出借人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杨老太太偿还借款并实现对房屋的抵
押权。

杨老太太陷入的“以房养老”骗局，在近年
来类似案件中颇具典型性。“以房养老”制度设
计的初衷，旨在让老年人老有所依，如果把关得
当，该制度确能有利于保证老有所养和增加投
资管理公司的营收利润。

然而，养老服务的巨大市场蛋糕，也让一些

不法分子嗅到了利用“以房养老”幌子行骗的商
机。现实中，一些不法分子打着“以房养老”的
幌子，极尽所能地念起诈骗歪经，以至于不少老
人的房产在所谓合法的合同掩盖下，成为他人
的囊中之物，最终导致老人老无所依。

客观而言，一些老人成为“以房养老”骗局
的受害者，并不是一句“容易上当”就能解释的，
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原因。一者，“以房养
老”骗局具有隐秘性，特别是合同表面上的合法
合规，最容易让成长于物质不够丰富年代的老
人，在怕给子女增加负担的担忧下，对其深信不
疑。如果政府的监管不能到位，那么骗子就更
有空子可钻。

二者，不少老人缺乏与时俱进的防骗经验，
仅凭过去的人生经验难以游刃有余地应对诈骗

伎俩，加上多数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在没有子女
的提醒和关照下，更容易被那些空头许诺的骗
局所迷惑。近年来发生的诸多“以房养老”骗局
中，养老公司多找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下手，即
是明证。

不难看出，“以房养老”骗局的蔓延，是多种
因素相互叠加交织所致。因此，不让“以房养
老”骗局养痈成患，就必须综合施治。一方面，
政府的监管不能缺位。虽然“以房养老”合同的
签订纯属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但鉴于老人不能
厘清其中的复杂法律关系，政府职能部门在引
导老人理性签订“以房养老”合同的同时，还必
须依法严厉惩处各种诈骗团伙和不良企业，从
而以积极作为为老人的“以房养老”祛除诈骗污
泥。

另一方面，子女的关爱，也是防止“以房养
老”骗局的关键一环。“以房养老”骗局的得逞，
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缘于骗子的“情感营销”。这
说明老人上当受骗既是知识判断的问题，也是
情感交流的问题。身为子女，不仅要对老人进
行防骗知识的普及，也要给予老人更多温情的
陪伴和亲情的依偎。如此，才能让老人不在“情
感营销”面前束手就擒，骗子亦才没有可乘之
机。

当然，“以房养老”骗局的多发，从根本上说
是养老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而让骗子钻了空
子。因此，着眼长远，政府应在鼓励供给、满足
需求上久久为功。否则，许多仅仅立足当前的
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无助于从根本上防止

“以房养老”骗局发生。

要完善“以房养老”服务

“我被家暴了，过去的半年我仿佛活在噩梦
里，关于家暴的一切，我必须说出来！”11 月 25
日，知名仿妆博主宇芽发布一则长达12分钟的
视频，讲述自己多次被前男友家暴一事，迅速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26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
和重庆市妇联均介入调查此事。

11月25日是联合国确定“国际消除家庭暴
力日”第20周年，网红博主宇芽选择在这一天公
开曝光自己被前男友家暴的事实，很大程度上
是受了“反家暴日”活动的影响。而她身为网红
博主的身份，也让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热议，被称为“家庭癌症”的家暴问题，再次成为
一个备受瞩目的公共议题。

客观而言，在反家暴的道路上，我们一直没
有放弃努力。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今年1月1日，我国
第一部关于预防、处置家庭暴力的综合性地方
性法规《山东省反家庭暴力条例》也开始实施。
不管是有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还是社会
舆论的引导和关注，相比之前都有了不小的进
步。

应该说，这些努力对减少家暴案件的发生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对现实也不能过于乐
观。就全国范围内来看，家暴现象仍旧属于高
发、频发的范畴，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因
为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或者是被家暴者不具
有像网红博主宇芽一样的公众人物的身份，所
以才没有被曝光，没有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

关于如何反家暴，今天不妨换一个角度来
看待这一问题。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那就是家暴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
次，就会有无数次，所以有人说，家暴的“第一
次”就等于是“无数次”。这是否经过了科学的
调查和研究，尚不得而知，但作为不少女性的一
种惨痛的生活经验，它显然还是有较大的可信
度。所以才有人说，遏制家暴，关键就是把家暴
扼杀在第一次，不给施暴者以第二次施暴的机
会，否则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不少人对家暴的认识存在误区。除了受
“家丑不可外扬”传统理念的影响，有人认为没
有结婚，只是男女朋友或同居的关系，就不算是
家暴；还有人觉得男女已经离婚了，但是在离婚
不离家等特殊状态下发生的家暴，也不算是家
暴。实际上，以上种种都属于家暴的范畴，所以
只要自己遭遇了家暴，就要拿起法律武器，或者

是向有关部门求助。
据宇芽介绍，2018年9月她和前男友正式在

一起，半年后她第一次被家暴。在那之后，宇芽
先后4次被家暴，直到2019年8月29日，第5次家
暴，宇芽选择分手。如果她在遭遇第一次家暴之
后就曝光或公开求助，她就不会遭受后面的四次
家暴。而第一次被家暴就求助，不管两人是重归
于好，还是分道扬镳，对施暴者都会带来惩戒和
教训，都会让受害人不会遭受更多侵害。

所以说，我们要努力把家暴扼杀在“第一
次”，不给它“第二次”的机会。而在受害人寻求
帮助之后，妇联、社区机构、公益组织、公安机
关、法院等都要及时介入，依法履行职能和责
任，合力严惩施暴者，尽最大努力保护受害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

努力把家暴扼杀在“第一次”

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兼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王道树3月3日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为进一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税
务总局已经决定依法将3月份纳税申报期限向后延长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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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本周末将
再响开考铃声。今年的考试时间相较往年，
提前了一个星期。根据媒体的报道，本次国
考招录共提供1.3万个职位，计划招录人数
超过2.4万，比上一年度的招录人数增加了
近万人。不过，国考热并未真正“降温”，考
试竞争程度依然堪称激烈，多个岗位是真正
的“千里挑一”。

公务员岗位由于相对稳定、福利保障完
善，多年来一直是择业的热点选择，从常理
上看，这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国考的激
烈程度，除了反映出社会主流价值对“稳定”
的追求，也可能折射出社会对现代公务员岗
位的理解偏差。特别是在就业压力之下，一
些年轻人可能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前途瞄
准“体制内”。

但是，置于现代观念下，公务员岗位从
来不是就业的“避风港”。在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公务
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已是大势所趋。
而随着近些年由上至下的作风建设和放管
服改革，无论是对公务员的职业理念，还是
专业服务能力都有了新要求。将公务员岗
位等同于可以“混日子”的想法，甚至期待
一旦挤进去就能“前途无忧”，将越来越不
现实。

公务员考试报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依然未得到改观。部分热门岗位的竞争比

超过了1000:1，与此同时，仍有数十个职位
“零报名”。这些岗位，有的是因为地点偏
远、工作比较艰苦，有的是因为对专业水平
有较高要求、门槛限制多，让报名者“望而生
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公务员体
系对专业人才仍存在需求缺口。

当然，社会择业观念的优化，尤其是“官
本位”价值观的淡化，很难一蹴而就，公务员
报考热的持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现实
注脚。要真正让社会对公务员考试保持平
常心，既要进一步提升公务员队伍的管理水
平，从作风到福利、待遇都更趋规范化、透明
化，遏制社会对于公务员职业回报的过高期
待；也要借助持续的放管服改革，激活市场
活力，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意愿、有勇气、有机
会开拓个人发展空间，而不是习惯性退缩到

“体制内”。
不必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年轻人报考公

务员，也不能把此前媒体报道的个别年轻人
誓言“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的个
人观点当作年轻人的普遍心声。但是，告别
对公务员岗位的集体“偏爱”，无论是在行动
层面，还是在社会心理层面，都还有较长的
路要走。让公务员岗位的人才需求与考生
报考意愿对接更为合理，不仅有利于公务员
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也有助于激发
更大的社会活力。

（来源：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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