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浙江一大学生因火车票
丢失被要求补全票一事起诉昆明铁
路局。铁路部门对此回应：此前遇到
过甲买票，乙没买票，甲把车票给
乙，乙凭票进站，甲凭购票记录进站
的情况。铁路部门推出丢失车票挂
失补办措施，旅客先补票乘车，核实
后到站再退回补票款。

看到这绕口令一般的解释，相
信很多人恍然大悟：火车票都实名
制了，丢票补办还要这么麻烦，原来
就是担心两个人用“一张票”上车，

说白了就是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乘
客占了便宜。可较真的人又要问了，
经过层层查验，乙拿着甲的车票怎
么就能进站上车呢？明明是铁路方
面自己的查验不到位，为何却不想
办法改进工作，而是把麻烦转嫁到
乘客身上呢？

若是放在十年前，把火车票当
做“唯一凭证”没有问题，但实名制
已经推行很多年了，购票信息和身
份信息，完全能够取代火车票。就连
有些车站，已经能够做到乘客凭身
份证上车，好办法却迟迟不推开，还
把肉眼判断“人证合一”失误造成的
损失，让乘客来承担。由此可见，铁
路部门的思路很明确，好处都是我
的，麻烦都是乘客的——— 既不需要
花钱升级查票系统，又不担心被乘
客占了便宜。

算盘打得很响，可这份算计里
面，却看不到应有的服务意识。按
理说，铁路部门或者说“铁总”，是
在面向全国提供公共服务，既然占
据着垄断地位，就该拿出与之相配
的服务水平来。单说实名制车票丢
失这个问题，自2 0 1 1年6月动车全
面推行实名购票以来，已经发生了
多起，乘客也反映，媒体也呼吁，各
方力量给其出谋划策，却始终没能
很好解决。即便原铁道部出台的规
定还能够当“挡箭牌”，但这种固步
自封的做法，是一个承担公共服务
的国企应该有的吗？

所以，很多人都在期待铁路建
设或铁路运营对民间资本开放，就
是希望以市场的力量来打破垄断，
推动铁路服务的升级。同样的道理，
当抢票软件与12306官网“缠斗”时，

当80后小夫妻帮农民工代买车票却
被铁路警方拘留时，大多数人站在
了铁路部门的对立面。至于这次浙
大学生诉昆明铁路局一事，之所以
成为舆论的焦点，也是因为公众希
望最终的判决能够起到示范作用，
用法律的力量来打破那些不合理的
所谓“规定”。

当然，法院虽已立案，但如何判
决还未可知，即便最终学生胜诉，
以法律武器“解决了”实名制火车
票丢失的问题，也仅仅是一个开
始。相比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扭转
铁路部门的旧思维才是根本。此
时，恰恰需要更多人像这名浙大学
生一样，敢较真，敢挑战，敢于拿起
法律武器，以外部力量来迫使铁路
部门放下架子，促进铁路服务的全
面升级。

拿“甲乙之论”不能撇清铁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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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王聃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
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
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
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
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 . 5%。

（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的这份报告，让人想起

另一份类似的调查。就在今年8月，
中国《就业主力军就业趋势研究报
告》出炉，报告显示2015年90后毕
业生平均签约月薪为2687元人民
币，平均薪资高低与父亲的职业有
关：父亲是公务员的人群平均工资
最高，父亲是务农的最低。这份就
业趋势研究报告的分析结果，基于
26万用户求职的真实数据。毫无疑
问，两份报告不约而同展示出的是
同一个问题：在就业市场中，出身
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同
时也成为待遇堪忧者。

此种城乡学生的就业差距，并
不只与就业市场有关，而是在其接
受教育的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城乡
学生受到的教育质量有着天壤之
别，农村孩子考进重点乃至是名牌
大学已经越来越难，个人综合素质
亦相对提升缓慢。多数毕业于普通
院校的农村大学生，即便和其竞争

的城市大学生没“拼爹”，他们亦难
以成为后者的对手。

换而言之，造成城乡学生就业
情形差距的最大缘由，不在其他，
而在城乡二元化体系下的资源分
配不均。城乡教育资源不均，导致
了城市学生考入名牌大学几率更
大；经济资源不均，导致城乡家庭
的收入差距明显，对子女毕业后
的就业期望亦各不相同；受外界
影响程度不等，导致城市学生的
视野相对开阔，对就业所做的工
作，亦会相对提前。系列的因素
叠加在一起，就难免制造出“穷
二代就业率最低”的现实结果。此
种结果看似是孤立的，却与整个社
会体系有关。

那么，如何来逆转此种“穷二
代就业率最低”的事实？以制度监
督让就业市场更公平，为农村学生
提供必要的就业帮助，这些被重复
提及的举措，不能再拖延了。但最
重要的仍然是，努力实现城乡从二
元到一元的转变。总而言之，有城
乡之分才有城乡毕业生之分，有

“一元社会”，才不会有更易失业的
“穷二代”。

有城乡之分才有城乡毕业生之分 网络不是“自留地”

低俗语言别任性

教育部近日发布的《２０１４年度
中国语言状况报告》指出，网络语言
粗鄙化需要治理，规范网络语言的
必要性逐步得到社会认同。低俗化
的网络语言，误导广大受众，不应任
其泛滥。治理网络语言粗鄙化，是净
化网络环境、促进网络文化健康发
展的现实要求。

网络语言是一个阶段内社会文
化在互联网上的投射，是网民交流
不可缺少的要素。互联网飞速发展，
网络语言随之日新月异，富有想象
力的网民创造了“蛮拼的”“给力”

“点赞”等一大批简洁、清新、向上的
网络语言。充满正能量的网络语言，
给人积极向上的力量，成为沟通心
灵、传递友善的工具。

但与此同时，“逼格”“尼玛”等
粗鄙化的网络语言广受诟病。这些
低俗的网络用语，或是情绪发泄式
的网络谩骂，或是以恶意中伤为目
的的语言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放大
了消极情绪，污染了网络文化环境。

网络不是单个网民的“自留
地”，而是数亿人的“公地”。使用网
络语言，应恪守普遍被社会认同的
公序良俗、道德规范和语言文明，扫
除低俗的网络用语，打造清朗的网
络空间。（据新华社10月18日电，作
者陈尚营、欧甸丘）

言行背离成习惯

人心塌方难避免

曾经担任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晋商银
行董事长的上官永清因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于今年7月被“带走”接受调
查。上官永清的那句“党叫干啥就干
啥”被再次提起。

一边信誓旦旦，一边拼命捞钱，
上官永清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
后一个，这些年已经被查出来的上
官永清式的人物，都成千上万了。这
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有人甚至总
结出一个“规律”：谁说话特别高调，
显得与众不同，查查准有问题。这个
所谓“规律”，是心理扭曲的产物，没
有谁会真的按这个“规律”办事。但
它是一个警讯：官员言行背离现象
达到一定面积，并长时间得不到扭
转，必然造成社会心理扭曲，掏空社
会信任的基础。

当“塌方式的腐败”还没有成为
一种突出的现象，还没有被总结为
一个专有名词，人心或人性的塌方
已经发生了，只是我们没有察觉到。
当言行分离成为习惯，当区分真伪
成为一种不受欢迎的习性，精神的
塌方就成为必然。而社会性的塌方
又会引起更多的人心的塌方——— 这
种循环一旦形成，要想扭转就很困
难了。当务之急是挽救人心，重建信
任。（摘自《钱江晚报》，作者戎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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