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今天起，漫游费正式取
消了。虽说过程有些曲折，公
众呼吁多年，总理也多次喊
话，但这项姗姗来迟的“福利”
终归是落地了。更值得一提的
是，几大运营商通过计费方式
的改变，主动取消了漫游费，
一来全面惠及所有用户，二来
也不需要麻烦消费者提出申
请。这种“主动让利”的模式，
值得推广。

和已被取消的漫游费相
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来
自中央或地方层面的政策性

“让利”越来越多，如何让公众
更好地享受到让利带来的好
处，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让
利”的一方能多一些主动，在
程序设计上少一些繁琐的步
骤，让群众能够便利地享受到

“让利”，公众的满意度也会被
放大。相反，如果本该“让利”
的一方不主动做工作，甚至利

用信息不对称把“让利”藏起
来，那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取消漫游费，可以说是主
动“让利”的正面例子，但在现
实生活中，做到这一点的并不
多。同样与几大电信企业有
关，“提速降费”在落实中就没
有把“让利”充分做到位。就拿
网络带宽来说，在很多地方，
明明同样的年度费用，如果老
用户不主动申请升级，就只能
按照旧政策，享受低于新用
户的带宽。这种对老用户的

“不友好”也绝非个例，比如
银行卡的年费，尽管有取消
相关收费的政策要求，尽管
有 的 用 户 在 某 行 只 有 一 张
卡，但仍有银行以“协议”为
由，非得要求用户上门申请，
否则就继续收费。

少让一点等于多得一点，
对于逐利的企业而言，或许可
以用“本能”来解释，但同样有

一些由职能部门执行的政策
性福利，却也常常因为“懒政”
而被雪藏。尤其在一些财政情
况较好的地方，地方政府有专
门的经费给居民提供某项“额
外”福利，但在执行中，信息不
对称的情况就出现了，普通
人 未 必 熟 知 所 有 的 福 利 项
目，有些执行部门干脆也假
装不知，能少干点活就少干
点。比如近年来陆续在一些
城市开展的免费或部分免费
的新生儿疾病筛查，不少家长
就因为不知道也没人提醒，错
过了这项福利。

按照现有的通讯技术和
管理技术，主动“让利”或是做
些主动提醒，并不是多么难的
事，平日里推送广告或催促交
费的时候能联系上，“让利”时
候怎么就联系不上了呢？这一
次取消漫游费，做得就比较
好，并没有让用户都到指定网

点主动申请办理，也没有利用
信息不对称对不同的人做区
别对待。说到底，症结不在技
术上，而在态度上。“让利”意
味着利益上的割舍，有时候还
会带来工作量的增加，执行者
难免缺乏主动作为的动力。如
果相应监督不足或反馈机制
不完善，提供“让利”的政策善
意将在执行环节遭到消解。

前面也提到了，社会向前
发展，经济持续进步，各层面
提供“让利”的能力越来越
强，“让利”的项目也会越来
越多。对于普通人而言，不大
可能对所有的“利”牢记于
心，在“让利”程度有限的情
况下，也可能会在复杂的程
序面前望而却步。对于“让
利”主体或执行主体而言，如
果没有有效的手段来督促其
主动作为，可钻的空子就太
多了。

取消漫游费贵在“主动让利”

评论员观察

“连吃七年挂面”的父爱太沉重

武汉市洪山区一名环
卫工，为了省下钱供养女儿
学习体操，几乎每顿饭只吃
清汤挂面，据统计，7年间吃
了约两吨挂面。这个故事感
动了很多人，被媒体誉为中
国版的《摔跤吧！爸爸》。

这名环卫工对女儿有
着深沉的父爱，是毋庸置疑
的。但是，很多人仅仅因为
自己做不到连续七年吃清
汤挂面，就被感动得一塌糊
涂，却无暇思考，一个父亲
有必要用“虐待”自己的方
式去宠爱女儿吗？女儿一个
练习体操的愿望，就让父亲
过了七年的“清汤寡水”生
活，如果将来她还有一个更

加奢侈的梦想，这个扫马路
的父亲又该如何去“压榨”
自己？

对未成年人，宪法明确
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
年子女的义务。所以，父母
应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
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
遗弃、虐待，而且这种义务
是无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免除。那些未婚先孕
然后遗弃子女的，那些只知
打工挣钱而不过问子女成
长的，那些对子女动辄施行
体罚暴力的，凡是不能对未
成年子女履行义务的父母，
都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和
法律的惩处。

在法律上，未成年人作
为公民有很多权利，父母作
为监护人应该切实保障他
们的各项权利不受侵犯。未
成年人不仅需要得到父母

的抚养，还应该健康成长，
为此，父母必须让他们接受
义务教育，保护他们不受伤
害。在法治社会，父母与未
成年人之间的权责关系是
非常清晰的。父母只要尽到
了他对未成年子女的各项
法 定 义 务 ，就 是 无 可 指 责
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

一些做父母的之所以
让人感动，也不是因为他们
满足了子女的所有要求。事
实上，很多父母都不能完全
满足未成年子女的要求。因
为女儿喜爱体操，环卫工父
爱无边，就咬着牙供养，以
至于生活凄惨到连吃七年
挂面。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
索取和付出，实际上已经过
度了。这名父亲固然有义务
抚养女儿，并让她接受义务
教育，但是并没有义务必须
满足她练习体操的要求。他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
条件为女儿安排更合适、更
从容的课外生活。贫穷的家
庭一样可以让子女感到温
暖，不一定非得牺牲父母的
正常生活。

牺牲自我的父母之爱，
往往都沉重如山，让彼此都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果这
名环卫工的女儿将来不能
在体操上出人头地，她那一
直“有盼头”的爸爸会不会
产生巨大的失落，而她自己
会不会因此产生深深的愧
疚和自责。结果不难想象。
过度的索取和过度的付出，
确实容易扭曲家庭成员之
间平等和谐的关系。

当舆论一边倒地把这
名环卫工作为道德楷模称
颂时，更多的人应该思考一
下，你自己能接受这种超出
人之常情的亲情吗？

贫困生去网吧的权利，不是施舍来的

葛一家之言

别让“家访”

成为一场骗局

□王昱

8月29日,陕西省教育厅通
过其官方网站,发布《陕西省高
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工作办法》，从认定机构与
职能、认定范围与条件等方面,
对陕西省属高校的贫困生认
定提出规范。其中,“在校外租
房或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的”
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引发了舆论不小的争议。

贫困生攒钱买打折耐克
鞋被取消领助学金资格，贫困
户养宠物遭告发被取消低保。
不难看出，时下的中国，在福
利制度愈发普及化、完善化的
同时，有一种“苛责穷人”的观
念在蔓延。陕西省教育厅的这
个《办法》，算是让这种观念以
官方文件的形式挑明了。

说到福利制度，给贫困人

群发放补助金是常见的方式。
但对于补助金该怎么花，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很
多人看来，穷人拿着补助金
搞享受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从善意的角度讲，这种观念
的产生很自然，其初衷是担
心这会造成穷人不思进取，
即所谓的“养懒汉”。陕西制
定这个《办法》，估计也是这
么想的。

其实，担心福利“养懒
汉”的心思，不仅我们有。十九
世纪，福利制度在欧洲刚刚兴
起时，欧洲人也有这个观念。
当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
宾塞就屡次写信给政府，呼吁
要尽量压低救济院的条件，甚
至“建设得跟地狱一样”，并且
禁止穷人有哪怕最低限度的
享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鼓励
穷人奋发图强，改变自身境
遇。而当时的英国政府，还真
照着他说的办了。

这思路听上去挺有道理，

不是吗？为什么后来这一思路
被弃之不用了呢？因为在近百
年实行后人们发现，这种主张
在现实的应用中，往往会扭曲
为一种“贫穷罪”——— 一部分
人因为穷困，被掠夺了自由和
快乐的权利，变得还不如没有
福利时过得幸福。就拿陕西
省这个规定来说，稍微了解
现如今大学生活的人都知
道，闲暇时间上上网，对学生
来说是最廉价的娱乐手段，
而稍有财力的普通家庭都会
给孩子制备一台电脑，对网
吧真正有“刚需”的，恰恰是
那些真正的贫困生。不让这些
学生去网吧娱乐，就真能让他
们都变成“头悬梁、锥刺股”、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苦行僧
吗？恐怕不然，因为人需要娱
乐的天性摆在那里。这种不许
贫困者娱乐的规定，恐怕只会
变为一种“隐性歧视”。

不许贫困者娱乐，这套逻
辑的背后是将福利认定为施

舍的一种“施舍性福利观”，认
定领了福利的人就比别人低
一等，必须生活受限。殊不知，
这种福利观早已被抛弃了。

生在穷人家的孩子也有
享受生活的权利，这份权利不
是我们给予他们的施舍，这
份权利也不应因为一个贫困
生的身份就被剥夺。或者说，
贫困生并不应该因为领了助
学金就背负某种他人没有的
义务。

当然，如果因为过分娱
乐，耽误了学业，贫困生应该
负相应的责任，受到相应的
处罚，但那是怎样防范学生
沉迷网络的另外一个问题，
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与学
生本人是否是贫困生不应有
任何联系。陕西省的这个《办
法》，也许是出于好心，但显然
是开错了药方。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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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让利”意味着利益上的割
舍，有时候还会带来工作量的
增加，执行者难免缺乏主动作
为的动力。如果相应监督不足
或反馈机制不完善，提供“让
利”的政策善意将在执行环节
遭到消解。

□郭元鹏

据《金陵晚报》报道，眼下
正值学生返校和新生报到的
高峰时段，也是侵害学校、学
生及家庭财产案件的高发期。
近日，家住南京市鼓楼区的刘
女士报警称，有人冒充新老师
家访，在其家中盗窃现金3000
元。

从网络上呈现出的“家访
骗局”来看，无外乎两种形式：
其一，冒充学校的老师，采取
传统家访的形式，到市民家中
作案，在市民放松警惕的时
候，盗窃物品；其二，以电话家
访的方式，索要财物，一些家
长为了让孩子在校受到照顾，
就乖乖掏钱了。

那么，这种“家访骗局”
该如何破解呢？首先，家长要
多些警惕心理。老师能够亲
自登门家访，对家长来说往
往会感觉这是对孩子的重
视，因此在打开家庭大门的
时候，也就丧失了警惕的心
理，给不法人员作案提供了
环境。如果家长能够提高警
惕，多询问“假老师”一些问
题，他们很容易会被识破。

其次，学校要多与家长
互动。“家访骗局”能够成
功，说白了还是因为家长对
孩子的老师不够了解。这就
需要学校及时将教师的信
息发送给家长，最起码要让
家长知道“孩子的老师”叫
什么、长什么样子以及班级
里有多少老师等。当家长掌
握了老师们的真正信息之
后，自然就不会被骗了。

另外，教育部门也要规
范家访的程序，让老师养成
家访要亮教师资格证的习
惯。同时，警方需要加大打击
的力度，让那些“冒充老师”
的骗子付出惨痛的代价。最
重要的是，家长要有正确的
心态，切不可为了让孩子得
到“特殊照顾”而轻易相信

“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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