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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微评论

众议
今日烟台

热热帖帖

在烟买房

哪里经济又便宜

据报道，3月1日零时起，

铁路部门将调整沪宁、沪杭高

铁列车运行图。不少乘客依据

新运行图发现，动车组变慢

了，票价却保持不变。对此，铁

路部门表示，动车组停靠车站

增多，主要是为了方便沿线群

众出行。

动车组的高票价曾遭舆

论普遍质疑，但“高价”毕竟对

应着“高速”，“高速”也是铁路

部门为“高价”辩护的最大理

由。现在，一些动车组失去“高

速”但仍保持“高价”，乘客多

花了钱却没有享受到相应服

务，说得好听点是服务打折，

说得准确点就是侵犯乘客权

益。“方便沿线群众出行”确实

有必要，但这只是动车组变慢

的原因，而不是动车组不降价

的理由。

沿线群众出行为何不方

便？这是个问题。本来，开行动

车组，可以让群众出行多一种

选择，既想快捷又不惜花钱的

乘客可以选择动车组，不赶

时间或舍不得多花钱的乘

客可以选择普通列车。问题

是，随着动车组车次越来越

多，普通列车车次变得越来

越少，站站停的慢车更是难觅

芳踪，这才导致沿线群众出行

不方便。

从铁路部门近年来发展

动车组的步骤，不难看出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乘客被“赶”上

动车组，被迫享受高价服务。

第一步：以提高铁路运能和服

务水平为名开行动车组，并以

“高速”为由为动车组制定高

票价；第二步：减少普通列车

车次让群众出行不方便；第三

步：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增加动

车组停靠车站，降低速度但不

降低票价。第一步已实施完

毕，第二步已经实施并将进一

步实施，第三步正在准备实

施，先在沪宁杭地区试点然后

逐步推广。乘客已经被迫接受

并逐渐习惯于动车组的高票

价，下一步要让乘客被迫接受

并逐渐习惯于动车组的低速

度。

中国铁路部门既当“管理

员”又当“运动员”还当“裁判

员”，在如此固若金汤的堡垒

面前，乘客没有议价权、没有

选择权，无法制约、无法监督，

权利受损后甚至没有救济渠

道。动车组的发展轨迹是不是

一场“阴谋”，需要铁路部门以

诚意和行动“自证清白”，而谁

来制约“铁老大”的权力，谁来

维护广大乘客的权益，这个问

题不能一直无解。

发帖：

@小瓶盖哦哦：

要在烟台结婚，想买

个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房
子，只要有公交车到市里

就行，哪个地段比较合适
呢？

跟帖：

@随风ing：
3000多元一平方米的

还真不多啊，要不就在黄

务以南，不过已经属于郊

区了。现在普通的都四五

千元了。机场路上往南的

澜溪镇，也要卖到4000元

了，车少，配套一般。

@去留无意：

来牟平吧，新开了好

多楼盘，挑挑，总有合适

的。

@蓝豆：

貌似牟平也没有这个

价位了。

@3969905700：
福山南边那里的房子

差不多三千吧。

@铭记于心2011：
我觉得福山这边可

以，在福山医院附近先买

个小户型的，以后慢慢再

换。

@随风ing：
开发区三千多块钱的

也少，相比之下比较便宜

的也就是奇张那边的房

子，还有富饶集团开发的

房子，但是都是四千多元。

@喜雨苹果：

去莱山镇的几个村子

啊，都有不错的房子，价格

两千元左右，不过是小产

权，其实住是可以的啊。

@苹果哥哥：

去莱州、龙口看看。我

有同事每天早上从莱州过

来开发区上班。

@云之梦：

买房可要慎重考虑，

不能贪便宜，最好还是在

生活配套设施比较好的地

方买。房子不可能三年五

年换一套，最起码要考虑

到孩子上学问题。

贴 文 来 源 ：1 7 路 空 间
(17Lu.cn)

读者朋友们也可以登

录17路空间的“民生杂谈”

板块就热门话题发表自己
的看法，我们将有选择性

的刊登在报纸上。

整理 本报记者 魏衍艳

征稿启事

“奇山所”是本报新开的面

向烟台市民的评论专版，说咱烟

台百姓的事，拉咱烟台百姓的

理，是百姓发言的舞台，网友评

说的天地。来稿邮件地址：

qlwbqss@163 .com，见报即付稿

酬。同时，为联系读者，开门办

报，开通QQ群：110841928，期待广

大有兴趣的读者和作者加入。

更多详见齐鲁晚报报网互动论坛 http：//bbs.qlwb.com.cn/

低速动车组
凭什么保持高票价

新闻：近期，刘心武所续写《红楼梦》后二十八回引起读者、网友及各方媒体持续关

注。而刘心武所续的部分内容也已经在一些媒体上连载，《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称

“比高鹗有灵气”，文学教授表示值得一读，但是怕犯“主题先行”的毛病，违背创作的自

然发展规律。(华西都市报 2月24日)

微评：《红楼梦》还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除了养活了几代红学家，现
在连作家都得靠她养活了。

新闻：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3日完成网上发行申购和网下申购缴款，发

行价为每股16元，募集资金11 . 2亿元。位列徐家汇第十大股东的知名学者余秋雨身家暴

增8298 . 24万元，投资10年回报率高达34倍。(新京报 2月24日)

微评：数钱数到手软，不用写书啦。

新闻：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绝大部分为中长期贷款，2011年到2013年期间，大量地方

债将进入还款期，201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也将至12 . 5万亿元左右。随着今后信用环

境趋紧，项目的现金流持续性减弱，这为未来的项目还款埋下陷阱。(经济参考报 2月
24日)

微评：防患于未然，尽快审计查处债务问题。

隔晏扬

新闻：2007年，河南语文老师彭帮怀曾指出，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

本中有68处错误，并得到了教育部的回函。2011年新学期开始，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小学语文课本2011年修订版已经上市，彭帮怀又发现了43处错误，有些还是他指出过

的。(大河网 2月24日)

微评：知错不改，如何教学生？

噪牛奶行业已经被三聚氰
胺大伤元气，现在再次被皮革奶

重击。某些企业的底线已经到达

只要今天吃不死就与我无干的

地步，如此大规模的失信是史上

罕见的。(叶檀 财经论者)

噪近年来，艺考似乎变了

味，简直成了单纯的选秀或选

美。要身材不要人才，要外表不

要内涵，要浮华不要道德。既玷

污了艺术，又误导了考生，还熏

染了社会。(桃花朵朵 网友)

噪无论就业、教育、住房、社

会保障，都跟利益关系的协调密

切相关。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是

收入分配。(龚维斌 中国国家行

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

任、教授)

噪香港供地制度推高地价

致楼市过热。(朱文晖 中国人民

大学讲师)

噪老二帽子咱不戴，“二傻子”

咱不当，“二杆子”咱不干。(中国战
略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叶小文评
论中国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噪京版“国八条”出台后，出

现五怪：有钱人多起来、没了资
格才想起尊严来、房租炒起来、

离婚的多起来、办假证的多起

来。(刘光宇 中新网博主)

噪我们有向警方提供线索

的义务，但是让孩子们的照片在

网络上流传，却也是一把双刃

剑，会不会给孩子带来危险和伤

害？(闾丘露薇 记者)

噪《将爱》的故事对观众的

触动除了和影片里的爱情“对号

入座”之外，似乎没有什么独特

之处，像是一篇没有神韵的散

文，很美，但找不到方向，找不到

归属。(文上兴 自由职业人)

噪“高校毕业生，是就业工

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下大气

力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尹蔚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部长)

噪大学生就业，多大的事？

(迟国维 生活晨报副总编)

噪80女恋父情结高涨。(袁岳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噪中国式的思维下，世界冠

军是享有特权的。既然能在上

学、就业等等问题上放了绿灯。

在改年龄问题上获得优先权的

通行证，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情了。(晨声 搜狐博主)

“孩子啊，咱不能

输在起跑线上，

培训班要上学校
要挤……

家长

“不要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是
一种忽悠！

教育部门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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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教育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将统一城乡教师工资待遇、明确禁止学校收取择校费和治理

“占坑班”、改革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制度、鼓励普通高中将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初中等。教育部一官员称

小升初的问题仍是社会热点和难点，需要继续推动解决。因“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而选择所谓
好的初中，好的小学，并不符合科学的逻辑，“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忽悠！” (京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