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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文
为弘扬辽源诚信精神，助力

辽源城市发展，打造辽源更加和
谐的发展环境，展现辽源百姓

“人人讲诚信、事事要诚信”积极
向上的精神面貌，《辽源日报》现
面向辽源广大市民征集有关诚
信的文章，可以讲述身边诚信故
事，畅谈诚信与城市发展的重要
关系，呼吁更多人重视诚信问
题，争做拥有诚实守信优良品质
的好市民、好企业、好商家……

征文要求：文章以诚信为主
题，内容健康向上，体裁、字数不
限。

来稿请发邮箱：
zhuankanbu@163.com
邮箱主题前标注“诚信征文

投稿”。

诚信小故事

失信于人 代价太大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是人际关系的法宝，是事业成功

的基础。做人要讲诚信，不能只在外表上用功夫，说话表
情虽好，而你的内心不诚，至多成为“巧言令色”罢了。唯
有内心的真诚才能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信任。诚信是道路，
它会使你的脚步延伸，人生之路越走越宽广；诚信是财富
的种子，只要你诚心种下，就能找到打开金库的钥匙。

有个大富翁，渡河的时候翻了船，大喊救命。一个船
夫听到喊声，划着小船去救他。船还没到，大富翁说道：

“快来救我！上了岸我给你一百两金子，我有的是钱。”船
夫把他拉上船，送他上岸，富翁只给了那船夫十两金子。
船夫说：“方才你说给我一百两金子，如今才给十两，怎么
能这样！”

大富翁听了斥责道：“你不过是个船夫！一天才能挣
多少钱，现在一下子就赚了十两金子，你还不满足？再啰
嗦，连这十两都没有！”船夫沉默不语，摇摇头走了。

不料，过了一个月，大富翁乘船顺江而下，船撞在礁石
上翻了，他又落水了。刚好船夫在岸边钓鱼，听到大富翁
喊救命，他动也不动。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救他？”船
夫回答说：“这就是那个没有信用的人。”听了船夫的话，没
有一个人去救，最后大富翁淹死了。

正如电脑缺少了硬件和软件无法正常工作一样，一个
人在为人上丧失了诚实和信誉，也难以取得成功。富翁失
信于人终于付出了大代价。

失信于人，说话不算数，许诺不兑现，意味着你丢失了
为人的起码品质，意味着在别人眼中你失掉了为人的信
誉。这个损失多么惨重，我们要掂量得清清楚楚。

《没有信誉就没有一切》的文章中说：“一个成熟的社
会，一个有力量的社会，不但要考虑每一个人，而且还要为
他们建立必要的档案。这个必要的档案并不是黑档案，而
是能够向有关方面证实你的可信度的。这样，银行才可以
借钱给你，商人才敢与你做生意，别人才能与你合作，公司
才好聘用你，当然你也可以分期付款购房购物……只要有
证据表明你是一个信誉良好的人，信誉就是你的通行证，
你就可以受人尊敬地通行于这个文明社会。如果你不讲
信誉呢？只要你敢欠钱不还，或者你敢乘车逃票、撕毁合
同、偷税漏税、化公为私、说谎欺骗人，总之，只要你敢有一
次不讲信誉，你就会上了没有信誉者的黑名单，你就会失
去许多许多的机会。银行当然不可能借钱给你，再没有人
愿意跟你合作，邻居都要躲着你，哪家公司都不愿雇用你，
自然也就没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你在这个文明社会就难
以立足。”

“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现代社会是信
誉社会，对于个人来说，信誉代表着形象、代表着人格。要
想在形象和人格上获得依赖和尊重，就需要树立个人的可
信度。一个人在
几毛钱的蝇头小
利上都靠不住，谁
还能指望他在别
的事情上值得信
赖？

如果你损失
了一些钱，你还可
以再挣；如果你失
去了一些朋友，你
还可以去新交；如
果你失去了信誉，
那一切都失去了。

稿件由本报记者 宋淞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有失信者说：“我失信又怎样？被点名了
又怎样？日子还不是照常过，该怎样还怎样。”

“咱又不坐飞机、不贷款，不影响别的啥儿，以
后有钱了再还也不迟！”信用建设对那些失信
的人来说，觉得可能是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
儿，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那就是一件大事儿
了。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失信成
本变得愈发高昂，政府重拳出击，不讲信用后
果真的很严重，它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了解失信背后的代价，恐怕失信者就没那么

“心宽”了。
最高人民法院曾做过一个统计，截至2017

年年底，全国法院利用网络查控系统冻结“老
赖”存款1800多亿元，全国累计公开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959万余人次，限制高消费78万例。
目前，各地法院均拿出“雷霆之势”，让老赖为
自己的失信买单，关于老赖的新闻也频频见于
各大新闻媒体。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已与公安
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以及
商业银行进行联网，可以查询到14类18项主
要财产，可以说对全国主要财产形式实现一网
打尽。行业协同，让老赖无处可逃。

在我市曾经红火一时的某洗浴中心老板
因资金链中断，欠银行几千万被计入失信档
案，他的行为使他正要考公务员的儿子受到影
响，政审不通过。在公职类考试过程中，有很
多考生受自己亲属“牵连”的类似情况，真是既

“冤枉”又“无辜”；某银行职员张某因自己的失
信行为上了“老赖”名单，姓名、单位经常公示
在报纸上，在法院的监督下，张某每月的工资
由银行进行分期还款。五十多岁的人，还得靠
家人的接济生活。失信者不仅要承担失信的
金钱代价，还要承受亲人、合伙人、邻居等熟人
异样的眼光，这真的是长远的人格损失。

除了心理道德的压力，失信者必须要面对
法律和制度层面的约束。国家相关部门日益
重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与公安法院
联动，出台各项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将个人的
信用与其社会活动挂钩，通过给失信者建立黑
名单，让其在各领域处处受限、寸步难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八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人民法院除对被执行人予以处罚外，还可以根
据情节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被执行
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
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第216条：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

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
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
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
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
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
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行、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

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
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金融机构会限制失信人的贷款和融资，降
低信用卡额度，并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法院；
如果失信人身份是企业法人，工商部门会降低
失信人信用等级，严重影响其公司和相关业务
的开设和运行；当失信人参加工程项目和政府
采购招投标时，相关管理部门会采取相应限制
措施；如果失信人身份是公务员、政协委员、人
大代表，其后果更为严重，会直接影响其评优
选先和晋职晋级，更会取消其政治待遇和荣誉
称号，甚至给予纪律处分。

失信会让你在各行各业里无法立足，不仅
在工作中处处受限，生活中出不了国境、上不
了飞机、坐不了软卧和高铁、住不了星级宾馆、
购房购车上不了户，干啥都不顺溜，甚至子女
升学就业都会因为恶意逾期而受影响。

唯有让失信者感受到足够强烈的社会压
力和制度压力，唯有让他们无所逃遁，付出沉
重的代价，才能从不敢赖，到不能赖，最后到信
用为王的不想赖。失信的代价，你确定你扛得
起吗？还是做一名诚实守信的合法公民吧。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无论真
学还是真人，都与诚信挂钩。前段时间，
翟天临因学术不端行为而失去学位、失
去大家的信任，博士后的身份如流水一
般，一去不复返了！学术失信的代价，导
致了他身败名裂的结局。

我们从小接受诚信教育，家长们也
会以身作则地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在无
人监考的教室中考试、坐无人售票的公
交车、上交路边拾到的钱包、做一次全校
《国旗下讲话》的讲演、主动给爸妈退还
买东西剩下的零钱……光荣感、自信心
油然而生，那是一种叫作“被信任的感
觉”。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对诚信的深入
理解，原来诚实守信是一种社会价值观，
它会让你在任何集体、任何场合、任何时
间都很享受因为守信带来的坦荡和自
信。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利益关系的
深刻变化，人们的诚信意识和诚信观念
遭遇了强烈的冲击，对于孩子的诚信影
响更为直接，许多违背诚信的现象逐步
凸显。年龄小一点的孩子有的会在学
校对面文具店里偷拿钢笔；有的回家向
家长索要各种名目的钱款，说是学校老
师要求的；有的撒谎各种原因不完成作
业……而大学生也会有他们突出的诚
信问题，例如考试作弊，现在经常可以
看到某校大学生因考试作弊而受到严
厉处分的报道，轻者受到各种处分，重
者则被勒令退学；有的抄袭作业，找人
代写作业，找人代替上课等；还有的学
生有钱不交学费，认为反正国家有确保
不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政
策，岂不知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剥夺了
那些政府和学校给予真正家庭贫困学
生的学费减免、困难补助的机会，对学
校、家长、同学都没有做到以“诚”相待；

有的学生国家助学贷款到期不还，恶意
逃债，直接影响一些银行继续办理国家
助学贷款的信心；还有的毕业生自荐材
料过度包装，使出浑身解数弄虚作假，伪
造各种证书、涂改成绩，偷梁换柱成为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获
得者”等。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学生们
在社会当中的形象，如不及时铲除，很可
能使“象牙塔”产生倾斜，甚至倒塌。

为什么在纯洁善良的孩子身上就会
有这么多失信的行为发生呢？因为诚信
从来就是家庭教育的公共话题。一些家
长有意无意地暗示孩子学会“耍滑”，甚
至传递“老实人吃亏、投机者占便宜”的
信号，鼓励孩子该投机时就投机、可作弊
时就作弊……在这种语境中，孩子们如
何能诚信起来？例如河南高考调包事
件，现在虽已淡出舆论视野，但引发的诚
信讨论却不会消失。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孩子人
生的第一所学校。如果家庭教育在诚信
方面缺位，不仅影响孩子前途，还会污染
社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古往
今来，从“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到“诚
信，为人之本”，诚信是衡量个人品质的
重要标准之一。一个人在信用上有污
点，就相当于带着负资产前行；一旦信用
破产，便可能举步维艰，难获他人信任。
家长给孩子留下再多财宝，不如教孩子
正派做人。如果用一张平整的纸来形容
诚信，失信一次这张纸便被揉捏一次，虽
然可以再次摊平，但褶皱永远无法抹去。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孩
子从小开始就模仿大人的行为。孩子不
讲诚信，在短期内或许受益，但从长期看
定会付出沉重代价。“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事事守信、时时守信，才能活得更自
在、更有尊严。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别让
他们输在诚信的起跑线上。

失信的代价 你确实扛不起 别让孩子输在诚信的起跑线上

“诚信”失守后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法官阿姨，我不想上学了，真的，我不想上学了，再好的学校我都不想去了，我不想别的同学在背后指着我的脊梁骨，说

我是老赖的孩子。”“法官阿姨求求你了，能不能让我爸爸别当老赖了？我爸欠的钱我还，我有压岁钱，我给我爸把钱还上，
你能把我爸爸从老赖的名单上拿下来吗？”“别人借给你们钱是因为对你们的信任，你们不能把别人的这种信任给透支了，孩
子也不能因为你们心灵上蒙上阴影啊！你说你们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老婆孩子生活得更幸福和快乐吗？可是他们天天因为
你们提心吊胆，他们幸福吗？他们快乐吗？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们心里头不觉得难过吗？”这是2019年《安徽卫视》元宵
晚会由方清平、周炜、黑妹表演的老赖题材的小品《交学费》中的台词。小品讲述了两个“老赖”无视法律而影响到其子女上
学，又通过法官的教育与感化、明白了做一个诚信公民的重要性、最终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的故事，笑中有泪。

一个人的信用就像玩多米诺骨牌一样，每一点信用就像一枚骨牌，需要你努力耐心地去耕耘积累，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会
码出宏伟震撼的图案，而毁掉它却只需推倒其中一枚，你的图案将会轰然倒塌。信用也是如此，可能你一次不小心的失信，
都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

“卡”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