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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知 识 分 享 出
去，本应能使
更 多 的 人 获
得 力 量 。 而
垄 断 知 识 分
享，恰恰走向
了它的反面。

外 立 面 的 确
会 给 楼 盘 整
体 形 象 加
分 。 在 这 件
事情上，整个
小 区 业 主 有
共同利益，需
要 商 量 着
办。所以，认
为 包 阳 台 只
是 自 己 家 的
事，不关别人
的事，别人管
不着，还真不
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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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包阳台动了大家利益
需要依法办事

本报评论员高路：从方便生活角度说，
包阳台可以阻挡灰尘，提高阳台空间的利用
价值。可是有得也有失。小区是一个整体，
外立面杂乱无章会给人一种凌乱无序的印
象，影响小区品质。而统一、整洁的外立面
的确会给楼盘整体形象加分。在这件事情
上，整个小区业主有共同利益，需要商量着
办。所以，认为包阳台只是自己家的事，不
关别人的事，别人管不着，还真不是这么简
单。

业主为什么会输掉官司，关键还在一个
私字上。根据该小区《临时管理规约》第十
五条第 9 点明确规定，“小区是高端改善型
项目，为保证项目品质，不允许业主封闭阳
台或露台。”既然买房交付时写了同意二
字 ，盖章签字了，事后就得认。你可以表达
自己的诉求，阐述自己的观点，这都没有问
题，但只要这份契约没有改变，大家就得遵
守。采用私下搭建这种方式强行改变现状，
搞既成事实就有问题，物业介入，根据业主
公约提起诉讼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
公共利益。

物业方面表示，在《临时管理规约》中明
确规定不得私包阳台，是想努力把小区打造
成高品质标杆楼盘。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
很多楼盘从一开始就不让包阳台，并且很好
地执行了下去，其在二手房市场更受欢迎也
表明，这份契约签得值。

改变承诺要包阳台
应遵循相关程序

本报评论员项向荣：有些人觉得敞开式
阳台有很多弊端，但是变更收房时签署的不
包阳台承诺，应当通过法律手段来改变。

有网友介绍，丽水庆元在这方面做得很
好，实行一区一长一规范制度，装修前，执法
部门、物业、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商议确定
装修方式，如阳台封包问题，在装修前就统
一了意见，如确定封包的，保证质量基础上，
要做到三个统一：统一外立面、统一规格、统
一安装。

根据去年开始实施的《民法典》，改建、
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应当由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且须经参与表决
的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可以在小区
成立业委会后，召开业主大会投票表决。这

是正确的解决之道。

不如早走一步
设计建造时充分考虑业主需求

本报评论员陈江：南方城市，由于空气
较为潮湿，普遍做成开放性阳台，而有些业
主出于自身需要，会私自包封阳台。但这样
做，一来违规，二来外观就会不一致。阳台
有的包了，有的没包，一眼望过去，外观凌
乱，相当难看。

包阳台的优点是毋庸置疑的，北方冬天
漫长，干燥寒冷，常有风沙，包阳台就成为刚
需。在南方，包阳台一样可以防风防雨防噪
音。如果家里有小孩，阳台包封起来也比较
安全。有的人家，为了增加居住面积，把阳
台包封起来，做成一个光照很好的小书房。

所以，房地产商在造房子时，不妨多考
虑些一般人的具体需求。不如早走一步，在
设计建造时就决定好是否包封阳台。对普
通老百姓来说，毕竟房价这么贵，如果多出
一些使用面积，真是美事一桩，何乐而不为？

这样早走一步，统一包封的阳台，不仅
美观安全，而且减少了后期业主之间的矛
盾。

去年4月，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曾经报道过杭州城东艮北板块某红盘业主私包阳台屡劝不改，物业怒告业主一事。今年4月，相

关的民事判决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记者了解到，去年5月该红盘物业起诉业主私包阳台的案件一审就已经宣判，业主败诉；去年12

月底，二审判决结果出来，驳回业主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且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对于此事，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评论员发表了看法。

私包阳台业主败诉
阳台不是想包就能包
私包阳台业主败诉

阳台不是想包就能包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四川巴中一男子在

一家卖酒的公司应聘销售，工作20余天后，竟

然倒欠公司3000余元，男子感觉自己被骗了。

上班领工资天经地义，没拿到一分钱竟

然还倒欠公司一笔，世上真有这样的咄咄怪

事？引发舆情后，该公司一负责人王某对此

回应称，赵某应聘后，发微信朋友圈的条数

等考核不合格被扣钱，其工作未达标，所以

被劝退。如果赵某所言属实，那么公司不发

工资反而倒扣钱的劝退行为，涉嫌违法。

这件事之所以引发热议，更在于微信朋

友圈考核的规定。

为了保证劳动得以正常有序进行，用人

单位有权制定劳动纪律，但前提是必须符合

法律规范。

在移动互联时代，不少单位很重视新媒

体的宣传效果，要求每一个员工都要自觉转

发扩散本单位的消息，认为这不仅可以取得

良好的传播效果，还能节省一大笔广告费。

如果出于对公司的认同，愿意多转发宣传公

司，当然无可厚非，但将之列入考核，明显不

妥。

不得不说，与用人单位相比，劳动者仍然

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何让劳动者挺直腰

板，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当前

亟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当前新科技、新情况

层出不穷，我们要加大普法力度，让用人单位

不敢任意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上班28天倒欠公司3280元
凭啥把朋友圈纳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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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期核查，依法对知网涉嫌

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5 月 13 日，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最新消息，终于

让“苦天下已久”的知网，迎来了人们

期待已久的立案调查。

近两年来，知网霸道行为引发的

争议，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从知名教授状告侵权事件，到近

千万元的续订费，中科院表示用不起，

再到近日知网因“单篇文章被判赔两

千元”哭穷⋯⋯围绕着知网的是是非

非，外界的质疑从未停歇。

质疑的声浪，等待由法律来平

息。知网是否存在垄断行为，是否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

公众心中的种种疑问，涉及专业

的法律问题，当由司法机关去裁定。

答案水落石出，或许尚需时日，但此次

知网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传递出对

垄断行为零容忍的决心，是一次重大

的进展，值得肯定，令人欣慰。

知网作为中国最大的文献检索平

台，算得上是最有影响力的数字图书

馆和知识共享平台。拥有学术期刊、

专利、优秀博士硕士论文等资源，是高

校和科研机构必然要使用的数据检索

和查重工具。但近年来坐地起价，霸

道收费，让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叫苦

不迭。在中科院之前，北大和武汉理

工大学也曾因涨价过高停用过，却因

无法避免的原因不得不恢复使用，最

后不了了之。

一个知识共享的平台和数字图书

馆，有其特殊的公共属性。事实上，学

术论文等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国

家投入和学术机构的共同产出，是一

种公共知识资源。而公共知识具有

很高程度的普惠性和公益性，应最大

限度地向公众开放，为公众所获取。

而不是像知网这样，本身并不是知识

的产出者，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霸道

收费，知识共享成了一家独大的生

意，貌似连中科院都要仰其鼻息，何

其谬哉！

人人都会说，知识就是力量。知

识分享出去，本应能使更多的人获

得力量。而垄断知识分享，恰恰走

向了它的反面。立案调查消息发出

当 天 ，知 网 在 公 告 中 回 应“ 坚 决 支

持，全力配合”，并表示，将以此次调

查 为 契 机 ，深 刻 自 省 ，创 新 发 展 模

式，承担起中国知识基础设施的社

会责任。

知网，究竟会如何强化其公共属

性，不再给知识生产和分享添堵？我

们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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