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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情人节，别过成“明码标价”的节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每年的2月14日是西方传
统的情人节，如今已经成为
让很多中国人也为之心动的
节日。

刚刚感叹过年味越来越
淡的人满怀憧憬地迎来了越
来越热闹的情人节。随着情人
节的到来，玫瑰花升值了，电
影票不打折了，“因为爱情”，
酒店和商场里更有挥金如土

的气氛，以证明情比金坚。
但是，情人节又非一个

“情”字可以了得。它不仅冲击
着情感世界，也与传统的文化
和价值观进行着碰撞。在情人
节前，既有上网征求伴侣共
度佳节的，也有振臂一呼要求
抵制情人节的。日前，石黄、京
珠两条高速公路上的巨幅广
告语写得触目惊心，“色字头
上一把刀，有福削福、无福削
寿”，似乎在自觉地以传统文
化抵御西方文化的泛滥。

源于古罗马时期的西方
情人节并不是宣扬色情或婚

外情的节日，它与中国的七夕
节一样，都寄托了有情人终成
眷属的美好祝愿。只是让人焦
虑的是，情人节在中国日渐物
化为以爱为名的促销。在为感
情明码标价的节日中，不少
原本不见天日的“伪爱情”也
得到了包装，冲击传统的婚
姻和家庭结构，尤其是年轻
人的盲目跟风更加剧了不少
人的担忧。他们把这些都归咎
于西方的文化入侵。

其实，情人节之所以在
中国渐成节日，正因为它契
合了现实的需求。一方面是

有钱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
满足了物质的需求之后寻找
精神上的满足，或者说希望
活得有个性一些。另一方面
是社会环境更加宽松，个体
有了更多选择生活方式的自
由。有了这样的土壤，情人节
的玫瑰才开得分外妖娆。

自近代“睁眼看世界”以
来，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了
解逐渐加深，态度也发生了转
变，从最初的拒绝和排斥到后
来的借鉴和学习。现在，我们
既然能接受好莱坞大片、NBA

比赛，自然也可以接受西方的

情人节。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应该是对情人节的误解。在一
些国人的观念中，西方的生活
方式总是放纵和叛逆联系在
一起的，少不了酒吧、情人、摇
滚、毒品，而事实上大多数西
方人同样看重家庭和子女。去
西方国家旅游的中国人，回来
通常会有相同的感慨——— 论
起城市的夜生活，那边看上去
还不如这边“灯红酒绿”。

所以，以抵制情人节的方
式反对西方文化的侵略和泛
滥，都有些莫名其妙的无厘
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

北则为枳”，主要是水土和气
候的问题，而不是橘的问题。
无论是自烟片战争以来还是
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被
动的还是主动的，打开国门
的中国注定要遭遇多样的文
明。我们应该做的是以开放
和包容的心态借鉴、学习，而
不是一味抵制。

如果说，西方的情人节在
中国走了样，西方的文化对年
轻人影响太深，那么我们就应
该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一些人抛弃了传统，我们又该
如何建设和输出自己的文化。

封二

□汤嘉琛

按我国现行的电信资
费标准，通话时长不足一分
钟，仍要支付一分钟的费用。
不少消费者曾质疑这一规定
不合理，并呼吁对电信计费方
式进行调整，但电信部门一直
不为所动。日前，哈尔滨市工
商局启动“叫停电信收费不
合法规则”行动，剑指电信
业收费问题，引发舆论热
议。对此，《人民邮电报》撰
文回应，称哈尔滨市工商局
的行为属“越权执法”。

电信资费应按分钟收

费还是按秒收费，看似是一
桩鸡毛蒜皮的小事，实则是
一种明火执仗的乱收费行
为。按照工信部去年公布的
数据，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
经突破12亿大关，且呈持续增
长态势，这意味着，如果每个
消费者多支出一笔“冤枉钱”，
都将给电信部门创造巨额
收益——— 事实上，据全国政
协委员卜仲宽的一份提案
中援引的数据，早在1997年，
全国电话用户一年内因电
信按分计费方式而多支出
的话费就已高达266亿元。

可见，电信业长期存在
的“霸王条款”，实质上已经侵
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消
费者多年呼吁未果的背景下，
哈尔滨市工商局公开叫板电
信业的不合理收费，有助于

社会各界进一步探讨电信
资费改革问题，其行可嘉。

哈尔滨市工商局挑战
电信业资费痼疾，是一场维
护消费者权益的“权利之
战”，遗憾的是，被挑战者仗
着自身的垄断地位，将这场
争论变成了一场“权力之
争”。只不过，当他们搬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
例》这柄“尚方宝剑”，高呼
工商部门无权监管电信业
资费问题时，显然没有意识
到，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
资费纠纷也属于工商监管
的范畴；更何况，从法律层
级来说，工商部门执法所依
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本身就高于《电信条例》。

由此看来，哈尔滨市工
商局的“叫板”，非但不属于

“越权执法”，反而是依法维
权。而且，由这场质疑引发
的社会大讨论，向电信部门
抛出了一个必须给出正面
解释的重要议题。全国十几
亿消费者需要一个答案，但
不是《人民邮电报》所给出
的那种自说自话式的强词
狡辩。

电信资费不合理的现
象，不是哈尔滨一个地方所
独有，而是令全国消费者非
议颇多的一个话题。估计在未
来一段时间，会有更多法律界
人士、专家学者、业内人士和
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参与进
来，组成律师团、全国维权
志愿团，积极监督电信企业
修改电话计费标准。身处舆
论风暴中心的电信部门，要
想平息这场争议，就决不能

摆出垄断行业的架子，而是
应该积极回应相关执法部
门和消费者的核心关切。

解决问题需要对症下药，
既然公众对资费问题诟病颇
多，电信部门就应该及时公
开成本，而不是跟质疑者比
谁的嗓门更大。客观而言，
电信资费改革事关国计民
生，也关系到电信行业转型
升级，现有资费方式所遭遇
的合理性危机，恰好为电信行
业资费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契机。继续通过“霸王条款”
赚取不合理的短期利润，还
是以计费方式调整为突破
口，切实推进行业改革，需
要电信行业做出理性选择。

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成
功、风险，我就觉得我能够吃
苦，我能够更加善于学习，我
为什么就不能成功呢，就是不
成功我也心甘情愿。

——— 汇源集团董事长朱
新礼回忆当初做出下海的决
定。

如果商业银行对首套住房
贷款利率优惠，除非只是为了
增加市场份额，但对银行利润
增长不起作用，对银行信贷员
的业绩增长也没有帮助。

———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
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说。

当今社会上的确存在“儿
子要穷养，女儿要富养”的说
法。随着家庭生活水平的提
高，不管是选择穷养孩子还是
富养孩子都无可厚非，但不能
溺爱孩子。

——— 华中师范大学教科
院教授范先佐说。

>>声音

回应质疑不是比谁的嗓门更大

在为感情明码标价的节日中，不少原本不见天日的“伪爱情”也得到了包装，冲击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结构，尤其是年轻轻人的盲目跟风更加
剧了不少人的担忧。打开国门的中国注定要遭遇多样的文明。我们应该做的是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借鉴、学习，而不是是一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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