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联播》办到现在，不仅主持人清一色不苟言笑的风格，连节目运作流程和新闻播
报方式都堪比八股文，简直成了一块“新闻活化石”(就此而言，罗京何曾带走一个时代)。

《新闻联播》改版的成败所系，除了要看央视能否主动争取更大言说空间外，还要看
公众能不能以平常心对待，给这个节目一个有所创新的环境。一个不追求自我风格的
主持人，不可能成为出色的主持人；一家电视台不以专业为追求，也成不了真正的媒
体。对于一个节目而言，恐怕也是如此。 ——《新京报》锐评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以平常心对待
《新闻联播》改版

中原时评A02

已实施15年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将迎
来第一次大修，其中的
最大亮点在于，有三类
商品交易活动应当适用
后悔权制度：网上交易；
先交钱后签合同的消费

行为；交易额巨大的消费行为，比如购买汽车、
房屋等。（6月10日《成都商报》）

笔者更关心的是：后悔权制度怎样才能切
实“落地”？

法律条文上的清晰，固然可让消费者维权
有章可循，但如果不附加以刚性的外力支撑，
后悔权制度难保不成为“纸上的权利”。在逐

利的资本内在属性驱动下，面对法律的宽泛限
定，商家们总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的手
段”，来阻止“后悔”行为发生以及其对自身盈
利的“损害”。而倘若缺失了外力保护，缘于现
实语境中销购双方强弱力量的落差，只会让这
种阻止和规避“顺理成章”。

显然，在法律的必要粗放与资本逐利本性
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外力与制度细
节的赋予，使消费者拥有博弈商家“去后悔
化”冲动的力量，才是后悔权制度能否“落地”
的关键所在。而往本质里看，消费者与商家
的这种博弈，初看只是一种利益博弈，其实更
是双方话语权的谈判较量。换而言之，只有消
费者拥有较之商家对以上话语权的均等谈判

力量后，后悔权制度才能“名至实归”并不被
“合法性规避”。

当然，“均势谈判机制”所依赖的公允制度
或许不可一日速成，但独立第三方却可一试，
譬如可由消协组建后悔权纠纷仲裁组织。它
应独立于商家和消费者的利益牵连之外，由相
关消费学者、法律专家和媒体代表组成。一旦
出现后悔权纠纷事件，而又无法自身圆满处理
时，后悔权纠纷仲裁组织就可主动通过对消费
真相的全面把握，并在与销购双方合理协商的
基础上促成其和解。这样既可保护势单力薄
的消费者，也能减少消费维权的“马拉松”事
件，何乐而不为呢？而这，是否也应在修改后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体现呢？

典型舞弊与非典型整治的狂欢

消费者“后悔权”靠什么撑腰
□王聃（长沙）

吉林松原，一个
古老的东北小城，以
一种非常规的状态
进入了大众的视
野。今年高考，松原
成立了由18个部门
组成的高考委员会
严抓高考舞弊。但
每场考试过后，都能
听到有学生或喜悦
或懊丧地谈论，刚才
抄了多少或哪个没
有抄上。
（本报今日A23版）

苗芹 图

当地师生透露，高考期间有人“买场”，就是花
钱买通监考老师和同一考场的其他考生，抄袭他
们的试卷。

作弊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固然跟作弊者道德
层面的诚信、文明素质缺失等有关，但更跟我们预
防、惩戒作弊的机制缺乏和专门的法律缺席有关。

目前，我国规范考试包括高考的制度绝大多
数还表现为“非法定形式”。如果要描述它们的共
同特点，可以用“无序、无据、无章”来概括。这对
作弊的学生而言，缺乏普遍约束力和震慑力。对
社会上那些专门帮助他人作弊的不法人员，比如
文中两名通过卖作弊器材获利40万的老师，他们

就算阴沟翻船，法律对其处罚也不会太重。
2004年5月7日，美国执法部门在13个州以

及首都华盛顿逮捕了58名在托福考试中作弊的
外国留学生。被逮捕的学生都面临阴谋欺诈的指
控，指控成立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
款的处罚。美司法部官员在声明中说，在托福考
试中作弊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种屡禁不止并对社会公
平、公正等构成严重威胁的交易行为，法律对其毫
不手软是必需的。也只有让不法分子看到了违法
成本的高昂代价，才能更好地对不法分子起到震
慑作用。 陈霞

高考作弊何以敢“抢卷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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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政策市要回归市
场了？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式发
布”跟帖）

网友发言
6月5日才结束征求意见,10日就发布

了。也太走过场了吧？ 重庆网友
关键在监管，防腐败，要坚决打击幕后

交易，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江西南昌网友
新股发行不改革，股市难好转。

上海网友
如果原始限售股上市后三个月就可以

流通，怎么会有人去购买那么高的发行
价。 上海网友

现在中国企业上市，有多少真正为了发
展？有多少其目的就是为了圈钱。中国的企
业更需要责任而不是金钱。 江苏无锡网友

话题：大学毕业月薪两
千是高还是低？
（“2008届本科毕业生收入明显下降”跟帖）

网友发言
我今年二本毕业，想毕业答辩，就必须

拿到就业证明。事实上很多同学都没就
业，但学校为了就业统计，硬是逼我们用些
假的毕业就业证明。 湖南长沙网友

调查有问题。我去年研究生毕业，月
入1600元（不含三险一金），还不如统计中
高职高专的，我周围本科毕业生很少有超
过2000元的。 山西太原网友

我很欣慰，这个数据越来越趋向于真
实性了.我很愤怒，花费4年时间和若干金
钱读大学有啥用啊？！ 山西忻州网友

我2008年二本路桥专业毕业，现在在
大山里面修桥，一年大概 4 万左右，365 天
没一天假期。别人都说这工作不错，但我
情愿拿2000元到城市工作，有周末，有休息
时间。 湖南网友

2001年我高一读完就去一家电脑培训
中心学习了半年，现在是一名平面设计师，
工作轻松，包吃月薪5000元。当年那些去
什么大学深造的，现在惨啊！ 广东网友

话题：人大代表涉嫌犯
罪还能调解？

（“广东检方解释未批捕涉案市人大代
表原因”跟帖）

网友发言
看来法律要改：死刑执行也要调解并

征得被执行人同意，否则不得执行！
河南郑州网友

用340张白条侵吞公司资金3000多万
元，社会危害性不算特别严重。广东的检
察官有才呀！ 湖南长沙网友

“我们不逮捕的理由最关键的一条是：
他不会逃跑、不会串供、不会危害社会。公
安部门对他进行半年多侦查，他都没跑过，
要跑早就跑了。”这个理由和“躲猫猫”有异
曲同工之妙。 福建龙岩网友

这就是宽严相济么？有没有平民版的
给用用？ 山东临沂网友

“处女卖淫案”貌似尘埃落定却
余音袅袅

云南警方通报“3·16”事件调查结果：认定
小学女生的母亲张安芬唆使同居者刘仕华的
女儿“陈艳”卖淫，发现巡防人员后，让“陈艳”
与张安芬的大女儿刘某某互换衣服，有意让巡
防人员抓错人。 （本报今日A21版）

短短几日之间，被舆论广泛同情和声援的
“权利和尊严被侵犯”弱者，突然摇身一变沦为
暴力抗法和欺骗媒体与公众的“不法之徒”。

此时此刻，在一切都尘埃落定的瞬间，我们
难以掩饰内心巨大的遗憾和失落。在崇尚法治和
民主的今天，这样一场闹剧和舆论狂欢的背后所
反衬出来的东西，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司法
公器只有对法律、对民生有充足的尊重和敬
畏，怀着对公理正义的不懈追求，才不至于沦
为被讹诈、被构陷的“无奈羔羊”。 陈一舟

CPI、PPI冷与股市、楼市热折射什么
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1.4%，

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7.2%。
（6月10日新华网）

PPI为负并且同比降幅扩大，说明企业生
产能力仍然不足。CPI为负，环比跌幅继续扩
大，说明消费领域仍然存在问题不小。

半年来巨量投资既对实体经济和企业生
产经营恢复作用有限，又对启动国内消费作用
有限，那么，天量信贷投放到哪里去了呢？

精明的、死不悔改的国际投行大肆吹唱中
国股市楼市，引诱善良的中小投资者进入股市
楼市做他们的垫背人和牺牲品。这种行为助
推了中国股市楼市出现当前的畸形上涨，诱使
市场过多流动性地进一步进入股市楼市，制造
新的资产泡沫，酿造新一轮金融风险。

余丰慧

救助站为啥愿当“傻瓜”
一名 23岁青年 35天跑了全国 50个救助

站，轻易挣了近3000元钱。
（6月10日《华商报》）

原来什么人都可以到救助站申领“奖金”。
据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说：“一来取证较难，

二来揭穿后对方会大闹救助站，甚至继续‘演
戏’到政府部门闹事，最终还得给予救助。”然
而，在笔者看来，这完全是找借口。

坦率地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构建“和谐”
社会，宁愿放弃“原则”，误认为只要将所谓的
不和谐因素“消除”，便能确保官帽，于是上演
了一出出诸如宁愿掏钱买上访者“状子”等“息
事宁人”的闹剧来。

正是在这种“明哲保身”的观念驱使下，国
家财政拨发的救助款，于是就不分青红皂白地

“见者有份”起来了。 杨海东

松原舞弊为何禁而不绝？

电白集体作弊、砀山群体替考都曾让我们见
识了高考舞弊之嚣张，但如果我们耐心读完中青
报的这篇深度调查，我们便会哑然失笑，被雷至无
语。这哪里是舞弊？弊者，尚存畏葸之心，起码偷
偷摸摸，有所忌惮，但在这里，舞弊成了产业化，而
且已经去羞耻化，原本惊心动魄的舞弊变得明目
张胆起来，高考那几天，简直满城皆谈作弊事，真
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这是一场典型的舞弊事件。但是，别的地方
舞弊事件一经揭发，一经整治，便会收敛，而这里
为何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笔者认为，这正与非典
型的整治有关，这与当地一些官员的思维有关。

舞弊让人绝望，禁而不绝更让人绝望。 石城客

高考是社会诚信的一个标尺

高考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神圣的事情，
如果连高考都无法保证整体的公平，则人们难免
会产生信任上动摇——有哪些事情是可以相信
的，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公平的？其实，社会中难免
出现一些动摇人信念的事情，但是具体到高考这
样的关键领域，公平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
的。高考就像是一个标尺，如果连高考都会因为
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公平，则人们对公平的信任
感无疑会下降。

因此，高考舞弊背后的囚徒困境是必须打破
的，当人们对高考舞弊持有的是一种艳羡和宽容
的态度时，必须有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来确保高考
考试的公平。 乾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