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仅仅几年以前，也许人们还不
会想到，最初只属于单身汉们自我
调侃的“光棍节”，会演化成一场“网
购狂欢节”。就在众多网民跃跃欲
试、期待“秒杀”的时候，往年“双十
一”的一些“窘相”浮现在人们的脑海
里：拍下的东西付不了款，买好的东西
到不了货，到手的货品竟是假货、水
货……对于网购该不该加强监管？又
该怎样监管？这些问题，恐怕会成为这
场热闹留给我们的冷思考。

必须承认，网络购物在“尝鲜时
代”，是缺乏来自公权力的监督的，
也正是这种相对自由的市场气氛和

较低的准入门槛，很大程度上降低
了成本，带来了其他商业形式所不
具有的活力。另外，在买卖双方长期
的自由博弈之中，网购也建立起了一
套不错的“自我监督”系统。“亲，给个
好评”这类最初流行于网购的评价
方式，甚至被一些政府部门所借鉴，
用来改善自身的服务质量。

然而，“勃兴于草莽”的网购，在
其“家大业大”的今天，也凸显出了
很多问题。虚假宣传、以次充好、送
货不及时等消费者抱怨的事件频
发，有关网购的投诉连年激增。网购
中消费者权益屡屡失陷，其实是“买的
没有卖的精”这一通行所有市场的铁
律在网络世界的显现。一方面，网购本
身固有的弊病随着其总体体量的猛
增正在被放大。另一方面，在各大网
店都已做成气候的今天，消费者难

免会遭遇“店大欺客”的尴尬，消费
者再想像过去那样单枪匹马地和这
些庞然巨物博弈已不可能。

网购乱象频出，加强监管已成
为网购进一步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
价，公权力在这一点上是责无旁贷
的。作为一种变换了手段的商业形
式，网购的庞大体量要求建立一套
与之相适应的规范，而有能力做到
这一点的只有公权力。不过，公权力
到底应如何监督网购，其实是个大
问题———“管理就是收费，监督就是
抽税”的“吃拿卡要”式监管只会伤
害这个以低价、便捷为最大优势的
市场，而网购不同于传统购物的节
奏和方式，也要求相关部门在监督、
取证方法上要有所创新，尽早缓解
目前网购中“坑了白坑”的状态。总
之，消费者所希望的网购监督系统，

应是一个比现实中成本更小、效率
更高、维权更易的体系。应该说，网
络这个先进的平台，为这样的监督
系统已经提供了技术条件，能否真
正实现它，考验的是公权力在操作
中的技巧。

在近日召开的一次经济形势座
谈会上，李克强跟马云对话时，曾言
自己有过上淘宝的经历，且被店主
留言感动，还特别强调：“要在保质
保量、公平竞争上进一步发展电子
商务。”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经
济模式，网购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
放权，但不需要放任，呼唤监管，但
不呼唤管制。在网购中，人们最期盼
看到的公权力所扮演的角色，是一
个勤恳的“守夜人”，只在应当出现
时出现，为热闹的狂欢日默默地守
护公平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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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屌丝”文化是一种自
我污名，那么“土豪”文化则是一
种自我膨胀。这种流行看上去追
求高雅，实际上“金玉其外败絮其
中”，散发着更腐朽的气息。

虽然“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是刚时兴的网络调侃，但“土豪”
式审美很早就充斥了社会，让人
避之不及。在城市生活的人出门
不难看到各种各样“财大气粗”
的广告，繁华路边高耸的楼盘广
告不是卖“帝景”、“华府”的，就是
卖“公馆”、“庄园”的，渲染的也都
是“至尊”、“奢华”的享受，让人不
知今夕何夕。这样推销楼盘并非
都是王婆卖瓜，确有不少房子建
得富丽堂皇，只是当所谓的欧式
风格建筑齐刷刷地矗立在眼前
时，你既感受不到文化的传承，
也体验不到建筑与环境的和谐。
这些建筑从名称到造型无不体
现出一种炫耀的心态，那就是有
钱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有钱
就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传统文
化的沉静和内敛在这里荡然无
存。

虽然现在能称得上“土豪”的
只是少数人，但“土豪”主导的审
美取向已经有所向披靡的趋势。
一根金光灿灿的爱马仕腰带，不
仅引得一些商人折腰，也让一些
官员青眼有加。更有许多忍不住

要炫给别人看的“表哥”、“鞋哥”，
为了一件身外之物惹出许多是
非。实在消费不起的，还可以选择

“山寨”货、高仿品。总之，“土豪”
文化在引领着相当多的一部分
人，以至于校园里的孩子们也在
攀比服饰和手机。

“土豪”文化流行，自然源于
一部分“暴发户”的推动。“暴发”
其实并非坏事，在中国社会经济
高速发展的这三十余年，一个人
如果能抓住机遇，完全可以做到

“暴发”。豪阔如马云、许家印，也
是白手起家干起来的。但也不是
所有“暴发”的人都能驾驭住自己
的心态，一些人富而不贵就成了

“土豪”。北京的“最牛楼顶别墅”
和江西的“王府”，堪称“土豪”们
的典型标志。

“土豪”未必就是“劣绅”，个
人财产只要有合法正当来源，都
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反思“土
豪”文化不是宣扬“仇富”，而是希
望越来越多的人能随着社会的
发展，做到富而思文，富而有礼，
不要让金钱主导我们的价值观
和审美观。否则，跟着“土豪”的
审美取向走，不可避免对金钱产
生崇拜，使金钱成为衡量人生价
值的唯一标准。一叶障目，只会
失去更多。

葛纵横谈

别被“土豪”牵着鼻子走
——— 反思粗鄙的流行文化之二

网购狂欢日需要“守夜人”
网购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放权，但不需要放任，呼唤监管，但不呼唤管制。在网购中，人们最期盼

看到的公权力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勤恳的“守夜人”，为热闹的狂欢日默默地守护公平与秩序。

葛公民论坛

□张玉胜

近日，有网友贴出一张图片，显
示广西南宁某社区挂着27个职能部
门的牌子。有网友惊呼，该社区太强
大了，甚至“堪比美国白宫”。(11月
10日《南国都市报》)

长期以来，“牌子”象征着相关
职能部门在基层的“地位”、“面子”
和“工作重视程度”，被列入考核标
准。一些原本应该由职能部门亲历
亲为的分内工作，也非要以一块“牌
子”彰显“某某工作进社区”的政绩。
而最基层的社区组织，对于“上级”
的安排只能俯首听命。

事实上，社区的真正负担并非
在于悬挂于墙上的“牌子”，而在于

与牌子对应的“任务”。比如清理管
辖区域的小广告、引导车辆不能乱
停乱放、整治小商贩占道经营等等。
正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懒政，加
重了社区的工作负担。

为社区“减负”，必须厘清社区
居委会的职责。《城市居民委员会组
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非乡镇街道
的“二级机构”，也不是政府部门的
职能延伸，相关职能部门无权对其
强行“布置”任务。明确了这一点，那
些与“自治”无关的牌子自当取消。

现如今，社区“减负”还应当纳
入政府部门简政放权、职能转变的
大环境中去考量，这不仅是反“四
风”、践行群众路线的需要，也是维
护法治权威、推行政务改革的大势
所趋。

如何理解

“全面深化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建设”还
是“完善”，至今仍属“行百里者半九
十”，走完最后十里，“功夫在诗外”，
要靠全面改革。

新一轮改革强调各项改革的协
调配合，正显示在此方面存在不足。
多个领域的改革有前有后，进展不
一。这是国家发展战略和改革条件
等复杂因素带来的必然结果，既有
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制约。要紧的是
历史已经如此写就，惟来者可追。下

一步关键在于依据形势变化，及时
调整改革主攻方向。

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
着在任何时点上各领域的改革均需
齐头并进。可以预期，较具经济色彩
但有明显政治改革含义的系统性
改革，例如财税体制改革，将是

“先行官”和突破口之一；一些相
关性重大改革，涉及体制方方面
面，可能分阶段以不同方式推出，
具体计划会在实施中调整；法治
建设，包括相应的法治体系构建，
可能会成为重点、亮点和难点，贯
穿改革始终。(摘自《新周刊》杂志，
作者胡舒立)

葛媒体视点

“27块牌子”是懒政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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