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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龄未婚男女来说，刚刚过去的
春节可谓“伤痕累累”：“什么时候结
婚？”、“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父母考虑
啊。”爹妈的软泡硬磨，七大姑八大姨的
长枪短炮，再看那同学朋友或名花有
主，或携妻抱子，个个大秀甜蜜和恩爱，
剩男剩女们是吃不好，睡不香，开口说
话被人呛，整个假期过得那叫一个憋
屈。

这不，刚刚恢复了点元气，情人节
又来了。要说现在的商家也够损的，想
钱都想疯了，为了赚钱什么歪点子都能
想出来。什么“情侣套餐”、“专为情侣打
造”、“以爱的名义”等等，商场、饭店、电
影院纷纷打出甜蜜牌，围绕着情人节大
玩噱头。一时间，玫瑰飘香，巧克力传
情，情人节的空气里都散发着爱的味
道。而对那些大龄未嫁未娶，至今还单
着的人儿就是一种煎熬了——— 这也忒
不地道了，才躲过了父母的逼婚，不觉
间又掉了了商家编织的逼婚大网。

现如今，一个人的婚事成了整个家
庭的关注，千百万个家庭的关注汇聚起
来又演变成了整个社会的话题。正式场
合、非正式场合、酒桌上、火车上、坐着、
站着、闲聊着，绕来绕去就绕到了婚姻
话题，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让人防不
胜防，单身男女稍不小心就“中枪”，成
了全场扫射的靶子，老虎还有打盹的时
候，“中国式逼婚”则是无处不在，无时
不在，又岂止是“猛于虎”也。

时间一长，再厚的脸皮也招架不住
了，再淡定的心也糟乱了。朋友自嘲说
现在不是在相亲就是走在相亲的路上，
彻底没了锐气，还什么“宁缺毋滥”，嫁
鸡随鸡嫁狗随狗吧。被“逼”之下匆匆结
婚，这样的婚姻幸福指数有多高，从近
几年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中可见一斑。

既如此，不妨给他们点空间和时
间，不要施加那么大的压力，说到底，
婚姻毕竟还是两个人的事，父母也好，
亲戚朋友也好，可旁敲侧击，可添油助
力，但切不可“逼力太甚”。而随着社会
在发展，还是希望N年后“逼婚”只是一
个传说。

事件回顾：
近日，哈尔滨工商局启动

“叫停电信收费不合法规则”行
动，直指按分钟收费和月租费
等收费不合理。哈尔滨工商部
门行动引起电信业的强烈反
应，《人民邮电报》撰文直指工
商部门越权执法，称哈尔滨工
商局无权叫停电信收费。
各方观点：

●哈尔滨工商局：按现行
的计费方式，即使只通话几秒
钟，也要按1分钟收费，通话1分
零1秒，则要按照两分钟收费，
这明显违背了民事活动以及市
场交易的基本原则。

●人民邮电报：电信业的

监督管理职责属于国务院信息
产业主管部门，在各省区市由
其派出机构——— 电信管理局进
行监管，因此，哈尔滨工商局无
权擅自“叫停”电信收费。

●法律顾问：工商的执法
权限确实很大，不过电信行业
比较特殊，涉及到行业监管体
制，涉及到与行业主管部门的
分工配合问题。
网民有话说

对此，多数网民支持哈尔
滨工商局，认为哈尔滨工商局
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也维护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有网
民认为不管结局如何，国家部
门相互质疑总是一种进步。网

民希望以此为契机，切实推动
电信行业改革。

多数网民支持哈尔滨工商
局，认为哈尔滨工商局是在代
消费者行使监管职责，既有法
律依据，也符合广大消费者心
声。新浪微博调查显示，@季末
了：如果按一分钟收费，显然违
背了《民法》规定的民事活动等
价有偿、公平、诚实守信的基本
原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
今，哈尔滨工商局以执法者的
身份，挑战电信部门按分钟收
费的规定，既有法律依据，也符
合大多数消费者的心声。

还有网民认为国家部门相
互质疑是一种进步。@忽而嗨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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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少数网民支持电信部
门，认为双方应协商解决。@谢
丽容：追求“以秒计费”得不偿
失，是舍本求末。资费是否合理
主要取决于价格的高低和资费
透明度而不是计费单元的大
小。计费单元的无限缩小，需要
计量还不如要求电信企业做到
价格简单透明比较靠谱。

“中国式逼婚”猛于虎
青年男女不能承受之重

Fine Living 格街谈巷议

格在路上

按分还是按秒算？

电信资费计费标准引争议

如今，“怕老婆”似乎成了
非常时髦的“男人病”。文化人
说这是“惧内”，四川人称“趴耳
朵”，随着时代变迁，怕老婆已
不再与惧内或没本事画上等
号。近日，一项网络调查把这一
问题放到台面上。这项3万余名
网友参与的调查显示，“怕老
婆”北京男人夺魁。

男人说：上等男人怕老婆

“过年的事儿，你们家谁说
了算？”在老公、老婆、婆婆、丈
母娘四个选项中，选老婆做主
的占47%，老公做主的为46%。在

“春节期间谁干家务活最多”的
调查中，家里“婆婆或丈母娘”
干活的家庭占到四成，是各选
项中最多的。

在很多人的眼里，“怕老
婆”更像是一种“炫耀”，说明
他 对 老 婆 体 贴 、包 容 。俗 话
说：“上等男人怕老婆，中等
男人爱老婆，下等男人打老
婆”。有网友戏称，怕老婆不
仅是传说，简直是男人必备的
美德。更多的男人更愿把“家
里小事女人管，大事才归自己
管”挂在嘴边，认为这是大度
的表现，是美德。

“怕老婆实际上是对老婆
的另一种关爱方式。”网友“芒
果冰”说出了大多数男人的心
声：在家里怕老婆生气，所以不
与老婆争执，而是乖乖地听老
婆“支使”；怕老婆在家里闷，所
以即使再忙也抽空陪老婆看电
视、逛公园，甚至逛街买衣服。

女人说：不想被老公怕

“这种排名不必较真，可能
只是调侃而已。”在一家私企工
作的孟女士说，“怕老婆”可能
不是女性想要的。她认为，这种
调查掩盖了一些社会事实，单
纯地说男人怕老婆很片面。随
着女性自尊、自强意识的增强，
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收入的增
加等都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提升，但不至于出现大量怕老
婆的男人。“不论是工作生活中
还是对婚姻而言，平等尊重才
是最重要的。”

“我们家就是我当家。”已
婚人士唐女士说，很多人说

“怕”，但不见得是真怕，可能是
女方在思想上比较强势，她有

一百种手段控制男人。被控制
的男人，往往肩上的担子也就
大大减轻了。这样的男人虽然
自由少了点，但他的生存压力
也相应小了。他可以永远像个
孩子，躺在老婆温暖的怀抱里。
天塌下来有老婆扛着，日子过
得多舒心呀。

“怕老婆”是文明社会的体现

其实，夫妻之间关系的调
查涉及到很多方面，这份排行
榜也没有说明通过什么方式统
计而来，可信度值得怀疑。如果
从网友调侃的角度来讲，“怕老
婆城市”排名是一件值得高兴
的事，证明妇女的地位提高了，
男人也越来越尊重女人，也是
文明社会的一种体现。

全国“怕老婆”榜 北京男人夺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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