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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给诚信上把锁 

 

前不久印尼开展了诚信商铺活动：无人看管，无收银员，商品均

标价，只放一个收钱的盒子，购物后按价放入盒子。可结果却是喜忧

参半，喜的是那些安有摄像头，盒子是透明的那些商铺盈利。忧的是

那些没有安装摄像头，收银盒子不透明的赔了本。其原因何在呢？ 

由此观之，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精神世界通往素质

的脚步却并未跟上。诚信的缺失往往导致了人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失

信于他人。因此，诚信需要限制和监督。 

在人们心目中，瑞士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却不知道瑞士也是

一个“锁”国。一下火车，若要借一下行李车，就会发现行李车是锁

着的，需投入两个瑞士法郎，才能拉出来，这只是押金，用后推回去

再锁上，就会得到两法郎。瑞士的酒店也要上锁，需要在门口通报预

定信息才可入内，此后出入大门用房间钥匙，结账时把钥匙丢到大门

内的盒子里就行。 

不过，瑞士最该上锁的地方却偏偏不上锁，街头有免费索取的小

报，也有需要付费的主流大报。读大报需要付费后再取报，如何保证

读者们自觉投币呢？细看，报箱上打上了警示符号，还有长长的两行

小字：“任何公然窃报者，会被要求交一百瑞士法郎，以作为对监视

报箱所需费用的贡献。”看来，这个报箱虽然没有上金属锁或电子锁，

却附有十足的“精神枷锁”。 

由此可见，社会的和谐离不开每个人的自觉行为，每个人都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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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行为上把锁，学会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行使该有的权利，履

行应尽的义务。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有序运转，人们的诚信才会得到

最大限度的保证。 

因此，当我们在生活中贪图小利而失去原则时，多想想瑞士的做

法，虽然诚信需要监督，但那是暂时的，现在的监督是为了将来的不

监督，我们未尝不可使自己更加诚信，用自己的诚信之光照亮他人，

温暖社会，去共同打开那本不应存在的锁。美好的社会，文明的国度

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努力地追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