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蜘蛛侠”的故事又
有新篇章。对于四位“平民英
雄”火场救人的义举，这座城
市不仅不吝各种“没有想到”
的褒奖，更以慷慨解囊的善举
给予及时而给力的回报。当得
知其中一位“蜘蛛侠”李世增
三岁半的儿子有严重先天性
疾病需要救治的时候，济南市
民短短几日之内就为深陷困
境的李世增捐款近千笔，共计
十八万余元。

这是一种美好的互动。在
互动过程中，各方都是饱含善
意、真情满满。当初，“蜘蛛侠”
们看到有高楼着火，主动奔赴
火场，甘冒生命危险空降救
人，见义勇为令人动容。在不
少人更习惯于做冷眼看客，不
少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

也”的当下，这样的义举尤其
难能可贵。正因如此，各级城
市管理者及时而高调地将荣
誉称号与奖金送到“蜘蛛侠”
们手上，爱心市民则悄无声息
地将善款送到家有病童的李
世增手上。不吝褒奖与慷慨解
囊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对凡人
义举的感动与激赏，而这份感
动与激赏又会借着李世增们
的手传递下去。在这种由正能
量驱动的互动过程中，人心相
互温暖；在这种不断传递着正
能量的互动过程中，城市提升
了温度。

这样的互动并不容易达
成。具体原因有很多，其中最
常见的一点在于诚实与爱心
的缺失。以李世增为例，他家
有病儿是一个事实，但是当他

在跟其他几位“蜘蛛侠”一起
火场救人时，并“没有想到”后
来会获得这么多的慈善捐款。
爱心市民在了解到李世增的
家庭困难后，自发地慷慨解
囊。原本没想向社会求助的李
世增对市民们的爱心心存感
激，在一笔一画地对每笔捐款
做下记录的同时，明确表示要
及时停止接受捐款，以将机会
留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相关各方
都表达了真实的信息，都表现
出了可贵的诚实与爱心。试想一
下，如果李世增也像深圳的那位
罗尔那样，为了获取更多的捐款
提供了不真实的信息，情况会是
怎样？发生在“蜘蛛侠”李世增与
广大爱心市民之间的互动还会
这么美好这么温暖人心吗？就算

形式上的互动还存在，其性质也
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温情满满
的互动将蜕变为冰冷可怕的瞒
与骗。

当下，济南正着力创建文
明城市，“蜘蛛侠”的故事来得
堪称及时。它启示城市管理者
们在集中整治市容市貌，打造
外在景观的同时，应该花更多
的心思和气力倡导基于诚实
与爱心的社会互动，着力营造
一种更宜居更温暖的城市软
环境。起初，四位“蜘蛛侠”涉
险救火，他们见义勇为的事迹
还看似偶然，这一次，当市民
们短短几天就送来了近千笔
捐款，则反映出这种互帮互助
的温情是普遍的、常态化的。
而这也正是一座城市文明程
度的重要体现。

对平民英雄的慷慨，体现着城市的文明

城市管理者们在集中整治
市容市貌，打造外在景观的同
时，也应该花更多的心思和气力
倡导基于诚实与爱心的社会互
动，着力营造一种更宜居更温暖
的城市软环境。而这也正是一座
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

道德审判是“野蛮人”承受不起的

□周俊生

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
日前针对近期A股市场上频频
出现的举牌收购活动，发表了
一番措词凌厉的谈话，直斥一
些持有金融牌照的机构在市
场上“集土豪、妖精与害人精
于一身”，“用来路不当的钱从
事杠杆收购”，已经从“门口的
野蛮人”变成了“行业强盗”，
是在“开启牢狱的大门”。

谈话一经传播，犹如向A
股市场扔进了一颗炸弹，一些
近期被举牌的公司股价出现
了大幅度的下跌。随之，中国
保监会下发监管函，针对万能
险业务经营存在问题，并且整
改不到位的前海人寿采取停
止开展万能险新业务的监管
措施，责令公司进行整改，对
其他在万能险经营中存在类
似问题的公司，也将视情况采
取进一步的监管举措。

在“宝万之争”不断发酵
的一年多时间里，围绕着宝能
系旗下的两个一致行动人钜

盛华和前海人寿的资金来源
问题，议论颇多。由于这两家
公司都有保险业务，它们推出
的万能险虽然得到了保监会
的批准，但将这种来源于投保
人的资金用于在资本市场上
大手笔购买股票，难免让万科
愤愤不平。近期，前海人寿又
开始大额购进格力电器的股
票，虽然尚未达到举牌线，但
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
而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
则认为前海人寿此举是对国
家战略的破坏。

这是A股市场出现的一种
新情况。举牌收购其实并不少
见，但以往都是集中于资金方
面的较量，无论是收购方还是
反收购方，最后都是凭谁资金
多来决定胜负。但现在的情况
却是，被举牌方并未按照资本
市场的一般规则，即通过反收
购行动来战胜对手——— 先给
对手涂抹上不道德的油彩，然
后再把自己打造成正义的一
方，博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其
实，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中，企
业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不管
是收购的还是被收购的，而衡
定资本市场利益纷争的，只有

法律而不能是其他。一些被收
购企业对“野蛮人”入侵挥起
了道德大棒，当然是基于其自
我利益的驱使，但只要市场监
管部门严守法律底线，就能使
举牌收购发挥出好的效应，不
会失控。

“野蛮人”的出现，确实会
损害到一部分市场主体的利
益，但只要没有损害市场的整
体利益，甚至有利于提升上市
公司品质和中小投资者利益，
就应该是允许的。只要它们的
资金来路符合市场法规，就不
应该被放到道德的审判架上。
如果认为保险企业将万能险
资金用于收购股票有问题，那
也只能有待于监管部门完善
法规。如果市场监管部门以有
失公允的立场偏袒被收购企
业，那会造成市场的不公平。被
收购企业依靠权力的作用抵制
住了“野蛮人”，市场法制却受
到了破坏，这对正在发展中的A
股市场来说，是一种倒退。

在中国资本市场规模已
经蔚为壮观的情况下，出现上
述情况是市场长期以来定位
模糊的一个结果。A股市场在
发展中，被确定为帮助企业融

资的一个工具，这方面的作用
被发挥到了极致，而实现资本
优化组合的功能，却长期以来
被忽视。市场发展到一定阶
段，通过举牌收购来实现资本
优化组合就必然会出现，这就
是市场的力量，它对于提升资
本市场的品质将发挥更重要
的作用。股权争夺确实会对
一些上市公司形成威胁，但
一个公司既然上市，就必须
承担这种风险，要避免这种
威胁，只有励精图治，将公司
经营好，使“野蛮人”难以下
手。上市公司不能既享受上市
融资的好处，又拒绝资本优化
组合的倒逼。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
是管理层还是上市公司，乃至
市场舆论，对此都还未有充分
的认识，因此对围绕着举牌收
购所产生的利益纷争还不能
适应，特别是监管部门，习惯
于用权力来干预市场，这种风
气如果得不到扭转，中国资本
市场就永远只能在上市公司
融资圈钱、投资者短线炒作的
圈子里打转，难以胜任转型后
的中国经济做大做强的要求。

（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葛大家谈

景区被“越级摘牌”，折射地方监管不力

葛一家之言

面对“裸条”事件

舆论别跑偏

10G“裸条”照片和视频资
料的流出持续引爆舆论，有媒
体梳理后发现，压缩文件内容
涉及161位女性，年龄段集中于
17岁到23岁之间，共计28人学
校信息被泄露，师范学校和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成了“重灾
区”。而从地域分布来看，绝大
多数借款人籍贯为三四线城
市，且居住地在农村的较多。

因为有了较为具体的指
向，不少人下意识地进行了身
份归类，进而引发了地域歧视
和院校偏见的争议。新闻背后
的跟帖中，就有很多来自师范
类院校的学生表达了不满情
绪，认为该统计暗示性太强，
有失公允。

这恐怕是当下一个较为
常见的现象。一些负面事件中，
如果当事人的籍贯等信息被舆
论强化、放大，很多同属一地的
人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被冒
犯”的感觉。其实大可不必过于
敏感。严格来说，这份统计并不
科学，比如161名涉事女性中只
有28人的学校信息被泄露，取样
的样本明显偏少。

事实上，比借款者的籍贯
和所属院校更值得探讨的是，

“裸条”借贷究竟是陷阱还是合
谋？其根源是一些女大学生追求
享受而一时冲动，还是在网络借
贷的掩护下，某些社会力量已经
进入高校，形成了情色交易的利
益链？据报道，资料中放款人与
借款人之间的QQ对话，双方都
有很明显的性隐喻，且有6段视
频被标注为“肉偿”。这些细节表
明，涉事女大学生对“裸条”的风
险有足够的认知，且配合度较
高。这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指向的不仅是高校管理、平台监
管，公安机关也有必要介入。

女大学生、裸条……本身
就很具有话题性。加上自渎、
肉偿等情节，更为这一事件增
添了一丝香艳色彩。舆论关注
这些热点，可以理解，但有一
点必须明确，对于一起公共事
件，舆论的大体方向不能跑
偏，从而弱化了更有价值的议
题。而在此事件中，更有价值
的议题显然不是籍贯和院校
的统计，而是对于“裸条”事件
的本质探究和防范治理。（摘
自《京华时报》，作者吴龙贵）

□房清江

国家旅游局近日通报，通
过前段时间的集中暗访、检
查，截至目前，共有367家4A级
及以下景区受到摘牌、降级、
严重警告、警告、通报批评等
不同程度处理，107家景区被摘
牌，其中包括55家4A级景区。

景区星级评定制度是推
动和促进旅游优质服务的一
项制度，景区一旦评上4A和
5A，则意味着景区拥有了一块
金字招牌，甚至有了出售高价
门票的资本。但是，一直以来
景区的星级帽子只戴不摘，使
得一些地方申报星级景区变
成了静态的“一锤子买卖”，取
得资质后“高枕无忧”，“重申

报、轻维护”，结果是5星级的
价格、无星级的服务，为社会
所广泛诟病。

从去年开始，国家旅游局
建立了星级景区动态评价机
制，通过对景区服务和旅游管理
质量进行监测，对不达标的景区
视具体情况给予警告和摘星级
帽子处理，去年10月，山海关景
区5A级资质以及5家其他4A景
区分别被取消，一度引起不小的
震慑。而到今年，国家旅游局持
续发力，到日前几乎所有星级景
区都被重新评价，一大批景区受
到摘牌、降级、警告等处理，体现
了强力治理景区旅游服务顽疾
的决心。

当然，景区“摘星”不是目
的，只是管理手段，意在倒逼
管理“上心”。在此轮针对景区
动态评价中，所反映的诸如

“景区安全隐患严重”“景区环

境卫生差”“景区旅游服务功
能严重退化”“景区管理不规
范”、恶意宰客、消费欺诈等问
题，在当下景区不同程度存
在，此次，这么多景区被处理，
一定程度其实也是乱象的真
实写照。星级景区的动态评价
固然是机制的自我完善，不
过，星级景区的旅游服务乱
象，说到底还是地方旅游监管
的严重缺失。譬如，四星级景
区的评定权限早已经下放到
省级，此次国家旅游局“一竿
子到底”，多少有点“越权”嫌
疑，这更大的意味或许是对地
方旅游部门监管不力的不满。

景区“摘星”，从严整肃之
下，地方旅游部门理应脸红汗
颜，痛定思痛，在督促问题景
区整改上有更大的力度，以游
客为本，加强景区配套建设与
管理，创造景区优质服务，提

供良好的旅游秩序。同时，景
区“摘星”只是倒逼旅游环境
管理的手段，单纯靠运动式的
治理来传导压力是远远不够
的，国家旅游局哪怕“铁拳”的
力度再大，所起到的只是“隔
山打牛”的作用。

对于地方旅游监管部门
来说，一方面，应进一步丰富
旅游市场治理手段，完善地方
旅游服务动态的监测评价制度、
机制，形成稳定的压力传导，调
动地方政府和景区优化旅游环
境的动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
应当立足长远，更重视地方旅游
服务环境建设，特别是地方旅游
部门应切实履行起日常监管
责任，增强自觉性，推动旅游
步入靠服务赢得口碑赚来人
气的良性循环轨道。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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