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怒”事关修养，无关技术和性别

近日，一段35秒视频网上疯传：
在成都市娇子立交处，一名男司机
将一女司机逼停后当街殴打，35秒
内4次踢中女司机脸部。据成都市警
方消息，打人男子涉嫌寻衅滋事已
被警方刑事拘留。

看过视频的人想必都对打人男
子的狠劲心有余悸，可实际上双方根
本没什么深仇大恨，只是在行车时发
生了些许纠纷，甚至连车辆刮擦都没
有发生。原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
事，竟引发这么大的干戈，打人男子

身上的戾气可见一斑。值得深思的
是，这未必就是极端的个例，因为在
我们的身边，似乎布满了随时都会被
引爆的“炸药桶”。

就拿这名打人男子来说，很多
媒体在报道时都把他归为“路怒
族”，说的就是那种因驾车导致情绪
失控，最终以袭击他人或其他汽车
泄愤的人。通常而言，以“族”来命名
的肯定不是少数，“××群”既是代
指一类人，也是在描述某种社会现
象。对此，但凡有过上路经历的人都
有体会，有相当一部分司机开车时
抱有这样的心理——— 不管在行驶中
还是等待中，一旦有别的车占了自
己的便宜，那必须想办法“找补”回
来。可惜的是，这么想的人多了，却
难保人人都占便宜，你来我往火气
上升，爆发冲突在所难免。

何止在道路上，类似的戾气相
当普遍，只不过道路上的摩擦更直
观、更经常，才诞生了“路怒族”这
一群体。单看最近几天的新闻，类
似的事就不少，既有乘客错过站暴
打司机的，也有在景区排队买饭引
发互殴的……自己只能占便宜，吃
不得半点亏，膨胀的自私心理助长
了好勇斗狠的做派，“吃亏是福”的
老话、“退一步海口天空”的道理，
早已被置之脑后了。

如此一来，戾气的扩散让社会
关系变得紧张，每个身处其中的人
都难以获得安全感。现代社会本身
就是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的交往
又这么频繁，一旦靠拳头说话成了
风气，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处于危
险之中，因为很难完全避免有意无
意地触犯他人。即便有些人自恃拳

头很硬，别忘了还有相对弱势的妻
儿老小，从这个角度来说，少一些
计较，少一些冲动，实际上也是对
自己和家人的保护。

回头再看这个暴力事件，实际
上是很容易避免的，因为问题的关
键在于打人者自身，跟“女司机技
术不佳”之类的陈词滥调没有本质
上的联系。就算不考虑什么社会意
义，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不打
人、不骂人”，成年人又怎能不懂得
呢？由此看来，我们的经济几乎已
经发展到了每家一辆车的地步，但
文明教养却没能跟上，许多最基本
的道德观念还是亟待普及的。至少
也要让那些“易怒”的人明白一点，
谦恭忍让确实会吃亏，但这却比个
人靠拳头讨所谓“公道”对社会更
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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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栋

很多人外出旅游，到了陌生地
方爱买点土特产，然而特产市场却
是陷阱重重。哈尔滨南极批发市场
名优城专门批发东北特产，商家为
让人参更长，用502胶水粘接边角
料，愣是卖出真参价……（5月4日新
华网）

为了让买主相信这些特产都是
真货，商家也是煞费苦心。一是出具
质检证书，质检编号和检测报告应
有尽有，显得很正规；二是自己花钱
做个网站，将检测报告传到网站上
去，在网站可以查询到相关信息，以
此让人更加信以为真——— 特产市场
沦落如此，也可谓另一“特产”了。

更可怕是，明明这等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的现象存在多年，但当记
者询问有关商家有没有人管时，得
到的回答令人震惊：“不知道你们当
地是什么法律，在我们这块儿还可
以，没有什么管的。”这话虽然半真
半假，却也一语中的，道出了假特产
所以大行其道的“真谛”。不知国法，
显系撒谎，没人去管才是病根。因为
执法不严，甚至近乎废弛，才会让不
法商贩觉得可以无法无天，可以以
假乱真，坑蒙拐骗。

法规昭彰，没人管的背后是相关
监管部门的不作为，甚至失职渎职，
成了假特产的保护伞。因此治这种病
用补药难治愈，必须得动手术、切毒
瘤，特别是要彻底斩断市场管理者与
不法经营者之间的利益链条，才能真
正还特产一个真，还市场一个公。

□武洁

有消息称，西门子旗下医疗部门
涉嫌在华贿赂医院使用其高价医疗
产品遭国家工商总局调查，涉案医院
多达1000家。（5月4日《北京商报》）

知名外企在国内医疗领域深陷
贿赂门的，其实并不只是西门子，葛
兰素史克等医药巨头都曾在中国市
场爆出行贿丑闻。医疗商业链条中
的行贿行为，实在是相当普遍，置身
其中的市场主体，为了维系其市场
份额，看来也只能同流合污，难以免
俗。不过，医疗老大频陷贿赂门，显
然并不意味着这一行为可以就此成
为行业标杆，更不意味着国内医疗
领域的同类行为可以因行业潜规则
的广泛存在而被接纳和容忍。

知名外企在国内医疗领域屡陷

贿赂门，其司法与商业责任当然应
被追究，但仅此其实还并不足够。知
名外企为何会在不同地区和市场采
取完全不同行为与商业模式，为何
偏偏在特定地区和市场以行贿的方
式介入，这里面是否有“入乡随俗”
的成分，或许才更值得反思。某种程
度上，国内医疗市场中盛行的潜规
则，恐怕才是知名外企不得不乖乖
就范的诱因，尤其是当这些外企在
国内往往要雇用本地人才，即便有
企业规则的约束，也终究难以抵挡
行业潜规则的入侵。

即使西门子医疗行贿千家医院
属实，恐怕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天下
乌鸦一般黑”，如何建立并规范国内
的医疗市场，不仅剔除行贿潜规则，
更让行贿者真正无缝可钻，或许才
更亟待反思。

比“假特产”更可怕的是“没人管”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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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银行收费，还应该采取
市场化的手段，用市场化改革倒
逼银行降低收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降低
银行服务费用确实能够减轻企业
负担，但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更应
当标本兼治，进一步推进利率市
场化，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倚仗市
场力量使融资成本自然下降，才
是治本之策。

楼市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
娘”，破坏了秩序，改变了发展规
律，就会受到惩罚。

专栏作者谭浩俊认为，楼市
目前的情况不完全是市场作用的
结果。如果不是地方在经济发展
方面急于求成，过度追求眼前利
益，或许楼市就不会出现今天这
样的状况。新一轮刺激楼市的政
策，不能再只顾眼前利益而伤害
长远利益。

科研经费管理不能“见物不
见人”。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教授朱春奎看来，造成
科研经费“跑冒滴漏”现象的主要
原因是科研经费管理没有处理好
人和物的关系。科研投入不能只
注重科研成果，更应关注科研人
员，让他们有保障有尊严地进行
研究工作。

改革措施的有益性并不意味
着目标可以轻易实现。遏制权力
干预司法，是实打实、硬碰硬的系
统工程。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
长方工认为，只要国家法治还不
成熟，权力还没有被有效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与权力干扰司法活
动的斗争就不会止息，改革既要
在司法领域下功夫，也要创造司
法权依法独立行使所需要的良好
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葛媒体视点

□邓海建

记者调查发现，通过网络代办
公司，打造一款全新的“朋友圈”面
膜，最快的流程不到两个月时间。
一些没听过名字的“国际大牌”通
过炫功能、造概念、博出位，再通过
层层代理加价卖给消费者。（5月4日

《新京报》）
微商究竟是颠覆电商模式的

“天使”，还是复活变相传销的“魔
鬼”？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难题。在

“互联网+”概念之下，加之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如火如荼，对卖面膜
的微商一棍子打死，显然也不太合
适。真正的问题是：鱼龙混杂的微
商市场上，这些明目张胆的违法产
品就没人管、没人问了吗？

微营销虽然走的是熟人路线，

但作为实体商品，本该不在法外之
地。监管部门不能因为销售渠道有
别，就在行政执法上推卸应尽的监
管之责。二则，假冒伪劣商品的查
处，既然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产品质量法》等“伺候着”，就不该
秉持“不诉不究”的规则。媒体也曝
光了，专家也检测了，消费者也投
诉了，违规厂家何以安然无恙？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破窗效
应频发，被玩坏的微商环境，迟早
要在交易成本中获得补偿。微商不
是原罪，但曝光后而没有“下回分
解”的现状，莫非等着面膜江湖“自
清门户”去？查处在曝光后，本就十
分迟滞；而有曝光无查处，则会加
倍戕害市场秩序。即便从公共利益
来说，那些板上钉钉的毒面膜，也
是该到了为罚单而战栗的时刻了。

对民办学校合理营利

别总耿耿于怀

今天再去争论教育本身是营
利还是非营利，就像当年争论市
场经济姓社姓资一样，没有意义。
中外教育发展历史表明，放开举
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并不是洪水猛
兽，教育既可以是公益事业，又可
以为营利产业。在当前国情下，允
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充分调
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举办教育，
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意义。

现实中，民办教育优惠政策
就像一张画好的饼，看得到、吃不
到，出台多、落实少。许多政策因
不具操作性被束之高阁，社会资
本投入教育屡屡遭遇“弹簧门”、

“玻璃门”，引发民办学校举办者
对政策普遍缺乏信心。近年来，在
政府对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加的
同时，社会、企业和个人投入的比
重大幅下滑，呈“国进民退”态势，
就是印证。

营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是两种不同的办学类型，不存在
高低之分。非营利性并不等于高
质量，营利性也并不代表低水平。
只要符合国家法律，对于非营利
性和营利性就不应该存在道义和
非道义的区分，都应得到尊重和
允许，并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和
发展空间。

营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都是市场的产物，政府应该站在
民众立场上，从教育服务的提供
者转变为教育服务体系的建构者
和监督者，合理配置公共资源，让
人民在教育消费过程中得到质量
保障，这才是政府的分内之事。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胡卫）

“政令出海”

重在疏通行政经络

政令不畅是一种行政“慢性
病”，仅靠精简行政事项快刀斩乱
麻的方式很难达到根治的目的。
行政流程繁冗就像病菌一样融入
到行政运行体系的血液中，亟须
精细调养进而疏通整个经络。

持续的简政放权已经让很多
原本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经营行为
的行政职能部门转向了新的公共
服务领域，但是出于对新业务的陌
生，在文件签发过程中形成了先观
望再掂量最后勉强签发的状态。这
种行政行为惰性直接转化为影响
政策执行效率的行政成本，而这种
惰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
来相关规定中对文件签发的时间
期限没有明确规定，给懒政留下
了可乘之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部门心态根深蒂固。

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争分夺秒
的过程，很多企业和老百姓的投
资和消费预期需要及时准确地通
过公共政策传递出的信号来预
判。可以说，政策文件的签发时间
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运转。

总之，如果说这轮行政改革
的前半段我们追求更多的是速度
与激情，现在步入改革深水区，我
们更要注重速度与质量。打通行
政的经络，让各种利国利民的政
策红利能够畅通无阻地惠及全社
会。大刀阔斧的壮士断腕改革精
神，最终要通过精雕细刻一个又
一个行政流程和决策环节来进行
诠释。（摘自《经济参考报》，作者
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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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警惕外企行贿的“入乡随俗”

“疯狂面膜”，不能有曝光无查处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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