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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论

市场经济，就是诚信
经济，信用经济。一个社
会如果缺失信用，那里的
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健康
发展。

不必讳言，改革开放后，有些人私心过于
膨胀，追求获得不正当利益，不论对公对私，
都是“私”字当头，“个人主义”第一，不讲诚
信，不守信用，说话做事让人不敢相信；更有
甚者，简直就是依靠欺骗在社会上“混”。这
种人虽然是极少数，但对社会风气带来的影
响极坏。

不过，我们也知道，市场经济越完善，不讲
诚信者的日子也就越不好过。远的不说，即从

今日本报报道来看，一个人如果在银行有不讲
诚信的记录，那么，即使你同样是银行客户，也
很难享受到银行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
眼下存量房贷利率打七折，虽然已在多数银行
开始执行，而多家银行的实施细则也不尽相
同。可记者了解到，几乎每家银行都提出了附
加条件，那就是要求享受打七折的客户在银行
不能有“不良信用”的记录，而信用记录差的客
户也无法享受到这种优惠待遇。

这就给个别不讲诚信、不守信用者敲了警
钟，不仅不能贪图一时的便宜，而且对有关个人
信用方面要时时注意，更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
大意留下“不良信用”的记录。不然，不仅自己
的生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还会因为

“不良记录”使自己难以享受到原本应该享受的
许多优惠待遇。

当然，凡事都不可一概而论。据了解，有些
人在信用方面的“不良记录”确实是由客观原因
造成，比如，由于去年央行多次加息，普通人由
于不易计算到底应该存进多少钱，这样，导致许
多人所存房贷不够，出现“不良信用”记录。鉴
于此，我们认为，如果出现类似这种并非客户主
观故意造成的“不良信用”记录，银行部门理当
加以区别对待。

最后还要提醒，一个人即使因不买房而不
存在享受贷款利率的优惠政策，也还是要守信
用。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健康的公民社
会，公民讲诚信守信用，是最起码的要求。

评“信用记录不佳，难享房贷七折优惠”（A07版）

坚守信用，受用一生的财富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新京报
水价调价、车辆限行

并非多数决定
话题：北京准备在今年上半年就水价上

调召开听证会；奥运后实施的“每周少开一次
车”的限行措施今年4月10日到期后，如果大
多数市民支持限行，将继续沿用这一措施。

观点：应当看到，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
复杂的民意很可能破坏公共决策所要求的智
性和平衡。因此决不能天真地认为比重最大
的“民意”，就天然代表着公共决策的公平和
正义，更不能简单照搬“少数服从多数”的投
票模式决定公共决策的命运，否则公共政策
很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进而断送民主
本身。就限行而言，如果只是简单地采取“多
数决”原则，基于无车族远多于有车族的事
实，反对限行的声音必然成为“弱势民意”，那
么未来无论采取何种机制“听取意见”，恐怕
都是浪费成本。

潇湘晨报
重庆3声巨响还需肯

定的权威解释
话题：1 月 8 日，重庆主城突然传遍 3 声

巨响。目前，3声巨响的来源仍是谜。
观点：令人遗憾的是，这么多天以来，人

们只是听到一次又一次的“否定”，却仍然没
有得到只要一次就可以平息事件的“肯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 3声巨响已经演化为
一起公共危机事件。而且它就像在以前发生
的非典危机和禽流感事件，以及在其他城市
也曾发生过的公共安全事件一样，因为政府
有关部门不能及时应对化解，导致负面影响
不断扩大，难以收拾。它们都在不断敲打着
城市的脆弱神经，也拷问着城市的应急素质
和能力。在这样的一场事件过后，我们需要
反思什么问题？今后我们又该如何提高应对
能力，化解突发的公共危机？

新闻晨报
全国房价普天同降

如扁桃体发炎
话题：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调查显

示，去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
价格同比下降0.4%，近3年半来首次下降，而
且“普天同降”。

观点：房价普降事关百姓置业，又能表现
宏观判断能力。于是趋势分析地产下跌如何
如何，应运而生为最热门的咨询。

置业的人们要小心，看似最专业的咨询
报告后面都有自己的利益逻辑。制订宏观新
政的官员们也要留神，千万别以为可以按照
这样的乩语，就能实施分门别类的政策。房
价下跌开始，或者只能耐心等待。

在经济周期面前，人类其实很渺小。“普
天同降”之中，只能老老实实地走一步看一
步，小心谨慎地过日子。千万别以为自己是
圣医国手，必定药到病除。伟大的经济学家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说，经济周期就像
人类割不掉的扁桃体注定会发炎一样。这话
不错，即使你割了，你儿子还要长，孙子也要
面对。好在人类可以庆幸，这病并不致命。

楚天都市报
心魔是熊振林藏在

黑暗中的另一张面孔
话题：熊振林以残忍的手段杀死了8个

人，其中有老人、孩子、智障者。
观点：魔由心生，传说中的魔鬼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魔鬼，悄悄藏在一些人心里。“心魔”
这个词语，之所以会以“魔”的形态出现，是因为
它能侵蚀人心，控制人的行为，让一个“老实人”
突然撕下面具，露出狂暴、残忍、贪婪、嗜血的另
一张面孔。这种变态的扭曲的欲望一旦爆发，
往往会产生毁灭性的极端报复行为，给社会带
来极大的危害和不安定因素。

当行骗短信遭遇“电话炸弹”
一网友收到行骗短信后，在网上发布骗子

的电话号码，众多网友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打过
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叫叉烧饭，让骗子不胜
其烦。（ 1月13日《金陵晚报》）

以银行卡消费要扣钱的借口欲诈人钱财的
短信，相信很多人都收到过，虽有个别上当受骗
的，但大多不过一笑了之。而发动网友用“电话炸
弹”的方式，对骗子“以毒攻毒”，不仅创意新，效果
也不错，充分体现了民间的智慧。当然，通过网络
发送“电话炸弹”，这种所谓的“民间智慧”，其实有点
恶作剧的意味，谈不上真正的“维权”。但在虚拟的
网络世界，还是要谨慎使用这种“电话炸弹”，更不能
误伤了无辜的好人。 湖北襄樊 程桂香

被动的“官员无隐私”有悖本意
浙江慈溪出台并试行领导干部廉情公示

制度，700 余名现任副局以上领导干部和国有

(控股)企业负责人，从家庭住址到从业经历，包
括配偶在哪儿上班子女在哪儿上学，都被一一
列入。（1月13日《都市快报》）

“公示一般每年组织一次，在本单位的政
务公开栏予以公示。”这个细节告诉我们，所
谓公示，首先是权力部门统一组织进行的而非

“官员无隐私”的常态化展示和迫于压力的主
动公开；其次，从时间上看，“官员无隐私”似乎
成了一种“运动式”公开。

如此的解读，并非出自恶意，而是对现实
深刻体察和考量的结果。因此，笔者担心，“官
员无隐私”有落入“年关化”陷阱的可能，更进
一步说，这是对公意的违背，也失去了“官员无
隐私”作为常识的本意。 河南信阳 舒锋

机票“价格联盟”注定是乌托邦
民航局拟对 699条航线进行价格干预，规

定航空公司不能低于成本价销售机票。（1月13
日《每日经济新闻》）

现在是市场经济，决定机票打不打折、
何时打折、打多少的主体因素不是民航总
局，而是各航空公司及其客运市场上客人的
多与寡。

无数事实一再证明，所谓的“价格联盟”包
括官方出面制造的“价格联盟”，其实都是一厢
情愿的“乌托邦”，都是一个脆弱的攻防体系，
来自同行业和不同行业间的激烈竞争都会很
快地将它们摧毁。

竞争就是这么残酷，做强做大的企业是摔
打出来的，而不是培养和呵护出来的。至于有
人说，机票打折到二折乃至一折了，这是不是
恶性竞争。那我告诉你，一阵阵痛之后，所有
都会恢复平静。 四川成都 十年一刀

一则名为“实拍2009年1月10日9:03北京站37号售票口售票员内部大量出票”的视频在各大网站流传，引起众多网友愤慨。视频内容
显示，一中年女售票员不顾旅客抗议，在放票时间拉帘停售，同时大量出票存放。北京站昨晚回应称，是旅客误解了售票员的举动。

（1月13日《京华时报》）

一起疑似倒票引发的多重心理冲突

>>>网友发言

北京网友：别侮辱大家的智商好不好。
电脑都是联网的，还需要提前打出来交到另
一个窗口？编理由最好编得充分。其实好多
事情不说大家也清楚，没有车站的人帮忙，哪
有票贩子的生存空间？

上海网友：“把票分区分线分到站”？难
道你们的电脑不是联网的？难道你们知道有
多少人要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走？

天津网友：昨天在天津西站，9点半2号口
还拉着窗帘，一个旅客从旁边窗口看到里面
正在出票，就用手机拍，那人嚣张地拿着一堆
票对着他喊：让你丫拍个够！我排了一夜队，
是第三位，轮到时票已经没了，很纳闷。

河北网友：我是秦皇岛的一名大学生，1
月9号晚上，我去通宵排队买票，10 号上午 9
点开始放票。我在第六位，可到我时已经
没有票了。开始卖票时我看了售票员的电
脑屏，她那儿也有一个供乘客看的，总共 30
张。还有，半夜时有一男子拿着 1200 多块
钱给了一个窗口的售票员，随后给他出了
不知多少张票。

1 月 13 日央视《新闻 1+1》引用了一份
“你认为怎样的购票方式最有可能买到车票”
的调查，认为能通过正规渠道在预售窗口买
票的公众只占15.4%。

对春运一票难求的解释，铁道部给出了
不少，比如铁路运力紧张、车票资源稀缺等
等。尽管这些客观原因是事实，但目前情况
下一票难求的主因，恐怕还是资源未能实现
公平分配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怨

气连连的公众，自然会从他们看到的情形中
找寻肇因。

临近春节，归家的渴望，满溢着舒适、热
闹与温馨的感觉。但对归家的人们来说，春
运的旅途，又是艰辛、苦涩、舟车劳顿和怨气
连连的。难道，家的温馨，非要用买票难、归
途艰来映衬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铁道部真
是“用心良苦”——只是，这样的“用心良苦”，
未免太过残酷。 李唐

屈指算算，我有10年没有到售票口买火
车票了，这不是说我不需要买，相反，一年到
头，我经常购买。因为老家距我居住的城市
将近千里，而岳父家则有3000多里。每年迎
亲送友，购买火车票的重担都压在我身上。

我之所以不去售票口买票，是因为受过
一次“伤害”。10 年前，我去火车站窗口买
票，售票员说没有次日的座位票，更没有卧铺
票。我说什么时候有，就买什么时候的。售
票员竟然说什么时候的也没有。走出了售票

大厅，一位票贩子搭讪说，要票吗？哪趟车次
的都有，每张加 50元。我答应后，结果票贩
子一会儿就给我拿来票了。

我之所以不去售票口买票，还因为后来我
结识了一帮朋友，能购买“关系票”。没有关系，
别想买紧缺票；有了关系，没有买不到的票，关系
越“硬”，买票越简单。这是我多年买票的体会。

因为我有“关系”，所以才10年不去售票
大厅买票，因为我知道，想买紧缺票，去了也
是白去。 呜鸣

我为何10年不去售票窗口买票

用“一票难求”映衬家的温馨太过残酷

春运当前，铁道部门工作人员也一定面
临着巨大的压力。就像明明是在方便乘客，
打出车票分发到专门的窗口发售，却被理解
成了提前出票、占票倒票。

其实，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买票难成为
社会难题时，公众舆论必然是敏感的。所以，

在回家情结与买票难的现实冲突中，公众舆
论是不可能平静的。因为，有些问题是必须
解决之后才不会引起舆论关注的，否则舆论
就会保持强烈的韧性，一旦遇到刺激性的事
件，敏感的舆论就会表达出来。公众对于买
票难的舆论就是这样。 李劭强

请理解公众对买票难的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