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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堂大会堂

在城管的眼里，游商小贩真正的主管部门是工商，工商部门收费发照，一遇到问题需
要出面解决的时候却是城管。一潭浑水中，城管似乎替工商部门背了黑锅。

当城管和工商真正展开台面上的讨论和博弈，这对游商小贩以后的出路势必是一件
好事。值得警惕的是，无论工商还是城管，在为其扩权提供理由的同时，“为小贩福利而问
责”的义务也应该相应增加，总不能想方设法地增加了自己管理的权力，却并不承担增进
管理对象福利的责任和义务吧。 ——《中国青年报》

热点
话题

话题：谁在享受加分政策？
（“绍兴一中高考加分疑造假，65人为官

员老总子女”跟帖）
网友发言

这些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还有很多是我
们所看不到的。这些不公也许只有我们这些
网民的监督才会有所收敛。 浙江网友

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当官发财，原来有这
么多的好处。 江苏网友

原以为，生活再难，再让人失望，也要让
孩子好好读书，长大能有一口饭吃。现在看，
难啊。 湖北网友

建议将所有的加分学生在入学前再集中
进行一次公正、公平、公开的异地复试，从而
确定其成绩真伪。 四川网友

话题：这事仅仅是内讧吗？
（“15名警察网上实名举报公安局长贪

污”跟帖）
网友发言

15个人参加举报,只有那么两三个人承
认，其他人估计被离间,不敢承认了。

四川德阳网友
举报了，有关部门查举报者，找举报者谈

话，被举报者没事，这是什么逻辑？浙江网友
连内部人都忍无可忍了，看来问题很严

重。 山东聊城网友

话题：收钱就能保畅通吗？
（“广州拟对车辆征收道路拥挤费遭质

疑”跟帖）
网友发言

其实收费未必能改变交通拥挤状况，只
会越搞越乱。 广东网友

只看到新加坡收费了，却看不到新加坡
每年在公共交通上的投入。 广东网友

赞成，除公交车外,所有客车都要征收道路
拥挤费，将该费用贴补城市公交。 江苏网友

如果要合理的话，应该是政府向车主发
放道路拥挤费！收了那么多路桥费，市内还
要再收900多元，外地车进来还要收进城费，
路况却那么差。 广州网友

7 月 30 日，有网民报料
称，湖北省襄樊老河口市经济
适用房公开摇号，结果出现
14个连续中签号码，其中还
有一位刚满17岁者。当地房
管局工作人员未对14连号作
出回应，只是明确指出17岁

不符合申请经适房条件。（7月30日荆楚网）
如果不是荆楚网记者在今日老河口网站

上下载出中签人的公示文件，让我们清楚地看
到从996号到1009号竟然有连续14个中签
号，比此前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小区的六连号

更“雷人”。这是机缘巧合还是暗中有猫儿腻？
据了解，武汉市六连号事件中，6人的申请材

料居然全部为“造假材料”，一系列比如申请人的
收入证明、住房情况证明、户籍证明和身份证
明、婚姻状况证明等需要诸多职能部门“验证”
的证件，居然全部都通过了一环环的“验证”。

7月13日，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在全市经济
形势分析会上，痛斥了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
件弄虚作假现象。他坦言这是政府丑闻，并誓
言打造“法治政府”、“阳光政府”。

谁知，语音刚落，“十四连号”事件竟然再
次发生。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就发现有不符合

经适房申请条件的17岁“未成年人”摇中号
码，而当地房管局工作人员未对14连号作出
回应。显而易见，这里面的潜规则一定同样非
常严重！

经适房摇号，从让人震惊的“六连号”发展
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十四连号”，再次验证了一
句话，那就是，没有最牛，只有更牛。在这个问
题的背后，我们想知道，经济适用房弄虚作假
事件为何“牛气不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前，是不是还有“更牛”的连号？

或许，“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等“大课
题”正该从这些关系民生的“小事件”做起。

“连号”经适房咋就没完没了
□张东阳（河南社旗）

7月26日，甘肃凉州
区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竞职
笔试中，聘请18名少先队
员担当“监考官”，结果，小
学生“秉公执法”，当场抓
住25名作弊考生。此举
因“大人的事小孩干”引起
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7
月30日《兰州晨报》）

戳穿“皇帝新装”不能指望孩子
按理说，“站得高、看得远”，大人对人对事的

经验更丰富，发现作弊的概率也更大，本该轮不
到小孩子去抓作弊。只不过，大人要顾虑的事情
太多，受制于方方面面的羁绊，哪怕当场发现有
人作弊，也不愿轻易戳穿，才会出现“小鬼当家”。

让一群“小鬼当家”去监督考试，并不能真
正改变或影响任何东西，它仅具有一定的观赏
和反思价值。

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在戳穿那些“皇帝的
新装”之后，理应让作弊者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再也不能进入相关的行业或领域，才能给全社
会作弊风气“急刹车”。舍此，仅寄希望于某些
形式上的变动，总是指望小孩子戳穿“皇帝的新
装”，不啻于饭后笑谈。 江德华

一泓清泉滴进墨池
我们都曾年轻过，我们都曾单纯过，那时的

我们，视传统和书本上的“仁义礼智信”为做人之
根本。只是，当那些充满感喟和怀念青春的句
式，从我们嘴中漫不经心毫无停顿地说出来时，
恰恰证明我们都已经“老”了，被多数人奉为圭臬
的“社会规则、人情世故”无情地“格式化”了。

这么一条新闻，被各大门户网站郑重其事
浓墨重彩地给推荐于显著位置，新闻后的跟帖
也是“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大部分网民的跟
帖多多少少都包含了这种尴尬意味。

日益开放的时代，本应为人追求自由、张扬
个性提供舞台，但是现实中，这却成了另类，成
了稀有的“狂狷之气”。而更多的人则没有拒绝
被同化，以至于最终会被锻造成那种面目可憎
的千人一面的无差别个体。

小学生监考引发的舆论风暴，正如滴进墨
池的一泓清水，黑白之分，真实而刺眼。但一匹
素绢浸入染缸之后呢？我们实在不愿深想。

邱果果

“秉公执法”的精巧和沉重
不得不佩服组织者的创意，这一方式颇有

四两拨千斤之神奇，既维持了考场公正、捍卫了
选拔制度，又规避了风险，转移了压力。

但让人为之叫好的同时，不免悲从中来。
小孩能干好的事，大人为何就干不好？正如一
名不愿透露姓名并参与过多次监考的官员称，

“大人在担当监考官时常常会有更多的顾虑：管
得太松就是失职，管得太严又怕‘引火烧身’，往
往会形成监考的‘中庸之道’——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原来如此！

可惜的是，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当孩子
长大了，他们还会喊出皇帝没穿衣服吗？还敢
喊出皇帝没穿衣服吗？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让人百感杂陈的时代，
也是一个需要坚持一些美德的时代。我希望，
这些秉公执法的孩子等到长大成人后，依然能
够保持这种诚实的美德。 秦淮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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