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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

媒体媒体
评说评说

监管不能只在3·15发威

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个全球性话题，这
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创设和
引进即见一斑。但是，揆诸中国现实，却又
平添了几分沉重和压抑。固然，年年都过

“3·15”，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成绩卓著，若纵
向比较，还可列出诸多数据和典型事例。
但在宏观层面，市场整体环境如何，公平公
正及安全度多高，人们能否不设防地放心
消费？近年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件，令
社会焦虑不断累积，更让人无法回避市场
秩序前所未有的严峻格局。因此，在“3·
15”之际，我们必须考虑在更高层面构建保
护消费者的市场安全领域。要借助商业伦
理重建和严格细致的日常执法监管，真正
让法律的光芒照进每日每时，不给投机违
法者以可乘之机，并彻底铲除其生存土壤。

——《羊城晚报》

“中国制造”要往
“高”处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融入世
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制造”
遍布全球。凭借着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
势，中国成为世界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和生
产环节转移的目标地，并进而形成了产业
链及产业基础。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企
业的发展也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这就
需要政府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注重
制度建设和氛围营造。温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支持制造业等实体
经济的发展。有企业孜孜以求的内生动
力，有外部政策因素的强力推动，“中国制
造”如沐春风。诚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原
董事长杰克·韦尔奇评价的，“在全球化背
景下，‘中国制造’需要在质量和品牌上下
工夫。我相信中国制造在未来会出现世界
级品牌”。 ——《经济日报》

据媒体报道，仅北京地区，就有数百家
非法“315”网站。这些网站刊登消费者的投
诉信息后，依靠收取涉事企业的公关费和删
帖费牟利，日进数万元，而消费者从头到尾
都被利用。据从业者称，3月 15日前后投诉

最多，也是他们挣钱最快的时候，业务量能
翻番。 （3月15日《新京报》）

消费者投诉到“315”网站，却被充当了
“冤大头”，不仅投诉没有意义，解决不了问
题，反而成为人家赚钱的工具，假网站日进

数万元，赚得钵满盆溢，而企业花点小钱，却
消了“灾”，似乎都是赢家，可消费者的权益
呢？却仍无着落。

消费者投诉到网站，也是无奈之举。如
果向消协投诉能解决，他们又何必去寻网
站？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投诉的网站竟然
也是假的。仅北京地区，就有数百家非法

“315”网站，那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更不知
有多少消费者上当受骗。

一边是消费者的投诉得不到回应，一边
是假“315”网站泛滥成灾，而消费者的投诉
又到哪里才能找到回应？

非法“315”网站泛滥，折射出两个问题：
其一，对网站监管的失职。非法网站如此泛
滥，为何就管不住？其二，消费者正常的投
诉渠道在哪儿？如果正规的维权渠道畅通
无阻，非法“315”网站又如何利用消费者的
投诉来赚钱？

非法“315”网站本就不该赚到钱，本不
该有那么好的“生意”，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这实在是消费者的悲哀。 王军荣

发改委反垄断局副局长
张光远 3 月 13 日在国家工商
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等主
办的座谈会上披露，截至目前
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已经完
成 100G 的互联带宽扩容，两
家企业承诺将进一步降低公

众上网资费。发改委反垄断局将继续督促两
家企业整改。 （3月15日《新京报》）

早在 2008 年底，我国的网民数量、互联
网普及率以及国家CN域名数量，都雄踞世
界首位。但作为一个普通中国网民，在这一
连串漂亮数字面前，不仅没有感到互联网带
来的便捷，反而时常感到无比的烦恼。

尽管国家发改委对电信部门正在进行反
垄断调查，但指望一时半会儿打破电信垄断
市场，让消费者获得实惠，还不太现实，可是，

笔者感受，要想使上网费下降到合理水平，不
能靠运营商道德自觉，一句轻飘飘的承诺，应
动用法令，才有可能管住不合理的电信资费。

其实，欧盟在治理电信资费上的有些做
法，值得我们学习。欧盟第一个手机漫游费
限价法律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在欧
盟实施手机漫游费限价法律一年零两个月
后，漫游通话费大幅下降，但漫游发送短信的
费用却居高不下。欧盟委员会负责信息社会
和媒体事务的委员维维亚娜·雷丁2008年年
初曾警告欧盟移动通信运营商自动降价，但
生效不大。于是，欧盟委员再次拿法律“大
棒”，在2008年9月提出欧盟手机漫游费限价
新法规议案，把限价范围扩展到手机漫游发
送短信和上网的费用。欧洲议会和欧盟成
员国分别于2009年4月22日和6月8日批准
了这项议案，于 7 月 1 日正式实施铺平了道

路。从目前情况看，限价方案执行得比较顺
利，有的手机运营商在欧盟规定的期限到来
前就已经主动降价，甚至收费低于欧盟的最
高限价。

这让已习惯“市场主导”的国人大开眼
界。反观国内，我们的上网资费何日降到合
理区间，目前依旧没有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俗话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想，所谓
没有规矩，就是我国没有像欧盟委员会那样
动用法律的手段，向不合理的电信资费“宣
战”。因此，笔者觉得，要想使国内上网资费
早日步入正常轨道，仅靠运营商道德自觉和
承诺降低资费未免太天真，不妨大胆借鉴欧
盟经验，通过立法的方式，先给国内各通信运
营商几个月降低资费的“自律期”，如果没有
效果的话，再推出强制限价措施，来强迫电信
运营商就范。

对于如何破解优质教
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北京
西城区教委认为,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不是“削峰填谷”,
而是要提升木桶的短板；

不是打造几个“高峰”，而是要打造“高原”。
（3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写这篇通讯的记者“高屋建瓴”，介绍了
三个方面：固理念，以示范校带动扩大优质资
源规模；抓关键，校长教师队伍建设是核心；
扬优势，办有特色学校促均衡。更玄乎的是，
北京西城区教委认为鼓励学校办成特色学
校,提倡各校要彰显各自文化传统,也能促进
均衡发展。

这真是你不说还好，一说倒给我说糊涂
了。在自己看来，教育均衡与北京西城区教

委的认识实在不搭界。我觉得，教育均衡应
该如此这般：

一、均衡的理念应为“雪中送炭”。现实
中，“示范校”、“名校”太优势了，要啥有啥，根
本没把普通学校放到眼里。这种学校既不会
拿钱拿物来支援，更不会把老师派过去真心
实意搞义务支教。当务之急就是再有财政资
金下来，全部向普通学校倾斜，即使如此，三
年五载也未必能“初见成效”。

二、均衡的关键不是名师名校长，而是合
格的老师和校长。由于过度的教育行政化
干预，名师、名校长和乱了套的教师职称
评定一样，跟均衡精神相背离。相反，培
养合格的老师和校长应该回到常规的路
上来。校园本该田园诗化，师生相濡以
沫，开开心心完成基础教育学习。教师交

流制度要常态化，平均主义还是必要的。
义务教育没那么神秘，搞些花里胡哨的东
西不应该。

三、均衡的优势不是特色，而是“清一
色”。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的基本特征之
一。学校应该把传授基本的基础课程当做主
要任务，和风细雨完成就“万事大吉”了。如
果非要追求特色，又不许择校，这对于所有的
孩子公平吗？再说，弄多少“特色”是个头
呢？其实，所谓的特色也就是校园里兴趣班

“齐而全”，体音美，啥都有，根本不需要再跑
到校外去培训。

所以说，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而言，北京
西城区教委的那些认识实在“不咋样”。如谓
不信，看看我们这里有那么多的学生和家长
在择校就再明白不过了。

如何看待教育均衡
□朱永杰（郑州）

非法“315”网站是“诈骗”典型

李宏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