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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高考，考点附近一年
一度的“抢房大战”再次打响，
不但条件较好的中高档酒店
预订火爆，平价的快捷连锁酒
店也十分走俏。在有些城市，
考点周边酒店入住率环比增
长超过七成，房价最高涨幅超
过300%。

因为关系到高考这一举
国大事，有人把“高考房”涨价
视作“趁火打劫”，也有声音呼
吁政府以行政权力对商家的

定价行为加以约束。如何看待
“高考房”现象，公众此时又应
该对价格主管部门以及其他
相关部门提出怎样的要求，成
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按照最朴素的观念，如果
商品或服务能够做到物美价
廉，当然最为理想，但通过价
格高低对商家的定价行为进
行定性的话，还是要看价格的
形成是否符合市场规律。高考
期间，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
备考环境，距离考点近的酒店
自然受到追捧。供过于求价格
下降，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这
都是市场条件下正常的价格
形成机制。去掉“高考”这一容
易挑动公众敏感神经的关键

词，其实很容易看出，所谓“高
考房”现象类似于景区的旺
季，属于正常的季节性或周期
性价格调整。

对于价格主管部门或市
场监管部门来说，有必要看到

“高考房”背后的价格形成机
制，如果硬性设定价格上限，
其实是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
相比之下，更多的监管精力应
该放在打击定价过程中的欺
诈行为上。从往年的情况来
看，的确有商家利用消费者对
于高考期间酒店涨价的心理
预期，使用欺诈手段攫取高额
的利润。依法打击欺诈行为实
际上属于常态化监管的一部
分，只不过相关部门要把高考

期间视作问题“多发期”，加大
监管的力度。

对“高考房”价格的态度，
也正反映出相关部门对政府
与市场边界的认识，对符合市
场规律的定价行为不应干涉，
而把主要精力用于公共服务
的提供上，并加强对高考期间
重点领域的监管。比如考点周
边交通秩序的疏导、噪音等环
境污染的整治，又比如对酒店
等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监管
等，这些都是需要投入监管力
量的重点。该提供的公共服务
做好了，其实也会让公众对供
求关系下形成的正常价格波
动更加理解，很多人也正是把

“高考房”当做了宣泄口，用来

表达对公共治理短板的不满
之情。

对于肩负公共治理职责
的部门而言，有积极作为的态
度当然好，但更关键的是在法
定范围之内行使权力。如果看
偏了问题，用错了权力，也未
必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具体到

“高考房”，如果所谓的“天价”
是市场条件下形成的，动用行
政权力限价恐怕也不起作用。
要么会减少入住服务的有效
供给，让一房难求现象更严
重；要么把加价行为逼入更隐
蔽的渠道，加大了对价格欺诈
等行为的监管难度。因权力错
位导致衍生问题的可能性，是
不容忽视的。

正视供求关系导致的“高考房”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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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不是罪，“扶贫公示”可以有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近日，有媒体记者采访发
现，为突出对脱贫工作的重视，
更好地落实对贫困户的帮扶责
任，一些地区在贫困户家门口
最醒目的位置挂上了“扶贫公
示牌”“脱贫帮扶信息公示”等
牌子。有评论认为，这种“扶贫
公示”侵犯隐私，给贫困户带来
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让其在亲
戚前面抬不起头，在村民面前

“矮人一截”。
“扶贫公示”是否侵犯隐私，

要看公示牌的具体内容。从相关
报道来看，公示牌上标明的是贫
困户姓名、致贫原因、收入水平、
帮扶责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
姓名虽属个人信息，并非隐私，
致贫原因和收入水平是判断贫
困户必不可少的基本信息。虽然
有个别贫困户不想让其他人了
解这些信息，但只要接受扶贫，
这些信息就应该准确上报并公
示，因为这些信息已经牵涉到公
共利益和群体利益，不能因为自
己不愿意就拒绝公开。

要搞好扶贫工作，信息公
开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公
开还不能是笼统的，比如资金
公开，如果只有项目和总金额

而没有具体到人的资金流向，
就不能算真正的公开。具体到
人的信息公开就应该上墙挂
牌，接受群众监督，不能只是锁
在抽屉里或存在电脑里。有人
一方面要求扶贫信息公开，另
一方面又反对信息公开到人，
已经是自相矛盾了。

回顾这些年扶贫工作容易
出现的问题，不难发现扶贫资
金被挪用冒领是经常发生的。
一些村干部把扶贫款用来给自
己发补助，购买办公用品，或者
发放给和自己关系亲密的非贫
困户。这些问题之所以屡禁不
绝，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群众
也不清楚有多少扶贫资金和贫

困户。如果每个贫困户门口都
必须悬挂一个明明白白的公示
牌，那些冒领者是无处藏身的，
那些帮扶责任人也是不敢松懈
的。毕竟一个家庭是否贫困，有
没有真正脱贫，群众都看在眼
里。当前扶贫工作出现的问题，
透明不够远超透明过度，类似
的公示牌不仅不应该摘下来，
还应该得到更大范围推广。

判断“扶贫公示”有无必
要，不能完全跟着感觉走。一些
扶贫户之所以心理压力巨大，
主要原因在于亲戚邻里之间存
在嫌贫爱富的风气。贫穷不是
罪过，多数贫困户致贫并非好
逸恶劳，而是因为一些自身难

以解决的客观原因，比如遭遇
疾病、灾害，欠缺资金、技术等。
对于这些贫困户，邻里之间应该
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帮助，而不是
歧视和嘲讽。即便当地社会风气
一时难以扭转，也没必要为迁就
一些人庸俗的成见，让贫困户打
肿脸充胖子，假装不贫穷。心病
还须心药医，要解决贫困户被

“伤自尊”的问题，还需要帮扶人
员更多地登门入户讲解扶贫工
作和如何看待自身贫困，让贫困
户以更加积极的生活心态去面
对未来。如此，扶贫工作才能更
有成效。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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