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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让站着回家者享受半价有何不可

铁路运力在春运期间紧张，是不争
的事实。但是，公众对于“黄牛倒票”、

“内部票”甚至是“票房腐败”，还抱有“负
面想象”。网络购票的技术门槛总是存
在，改革不应往后撤。鼓励学生等群体
为农民工义务服务是一个途径，天津已
有民间团体在这么做了。铁路部门和各
级工会组织，同样需要把服务做得更到
位。既然是政府定价，在重大节假日小
型客车免收高速通行费的当下，让只能
买到站票、站着回家的人——农民工是
主体，享受半价优惠，有何不可？票价的
损失，可适当上浮卧铺价格来平衡。种
种细节问题，则应通过强化管理来解
决。围绕买火车票的讨论，可能还会持
续。喧嚣中，我们需注意，购票最困难的
群体却往往声音最小。

北京青年报
解决群众“怨气大受害深”

问题不能再等

1月 19日，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全
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表示：“要抓住群众
怨气大、受害深、社会关注度高的突出问
题。推进警务合作向部门合作、社会合
作和国际合作延伸，结合公安机关担负
的户籍登记管理职能，同有关部门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说，户籍制度
与社会保障制度密不可分。以完善社保
体系为户籍制度改革护航，真正把社保
体系做大、做实，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
能够在基本均衡的社保待遇的支撑下，
从“二元户口”转为“一元户口”。以全方
位、有重点的深化改革，切实解决群众怨
气大、受害深、社会关注度高的突出问
题，尽管难度大、压力大，有的还具有较
大风险，但再也不能消极坐等下去。

人民网
基尼系数提示了什么

日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
2012 年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8 年
基尼系数曾高达 0.491，2012 年回落至
0.474。现实问题说明，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目前的难点是，“提低”，上位法难
以提供法律支持；“扩中”，缺乏配套的
财税制度；“限高”，还需要有更完善的
政策措施。因此，解决收入差距扩大趋
势的关键点和突破口，都在优化顶层设
计、增加制度供给，以实现综合治理。
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 0.24
到 0.36之间，而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经济体，基尼系数都在 0.5 上下徘
徊。面对前车之鉴，我们更应增强忧患
意识和问题意识，以积极态度和谨慎政
策加以探讨和解决。

新京报
政府部门面子比孩子挨冻重要？

近日，“最冷寒冬”里广西山区学生
穿凉鞋睡凉席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
不少爱心人士捐资捐物，岂料此前声称
没物资来源的当地政府部门，却拒绝设
立物资接收账户，并叫停爱心捐助，理由
是不想戴上“灾区”帽子。当地政府的

“闭门谢绝”姿态，冷却了善心，更制造出
人为的“寒冷气象”。拒设物资接收账
户，要求记者停止“救助呼吁”，尽显对爱
心资源的排斥。叫停捐助，是将孩子冷
暖跟“社会救助”隔离，剥夺其境遇改善
的机会。寒冬里孩子穿凉鞋睡凉席，当
地政府不反思自身，却为了面子而叫停
社会捐助，真是价值错位。一顶“灾区”
帽子的分量，竟重过孩子的冷暖悲欢，这
让人心生悲凉。

在网络资讯高度发达，微博
爆料风起云涌的今天，对于各种
突发热点事件，地方政府和有关
部门想不正面回应，已经是一件
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回应了，
却不代表会有真相被公布，更不
代表会有人被问责，“热回应冷
调查”正在成为一种套路，在某
些政府部门那里已经被运用得
轻车熟路。

对于这种“热回应冷调查”，
媒体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即“表
态多，后续跟进少；道歉多，问责
整改少；调查多，真相公布少”。
说到底，就是以表态应对舆论压
力，以道歉代替问责，以调查本
身代替事实真相。很显然，这不
但不利于事情真相的揭开，不利
于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同
样也无法满足公众的心理期待。

当热点事件发生以后，公众
无不给予热情围观，重点关注，
但围观和关注只是表象，背后的
真正潜台词是监督，是期待着负
有责任的相关官员能够按照党
纪国法被问责，被处理。而最终
的目的，自然是在警醒官员的同
时，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可是，在政府“热回应冷调查”的
问题处理“潜规则”之下，公众的
这种期待，只能被稀释和消解。

可是，有关部门自以为聪明
的应对招数，在公众的眼里又是
怎么一回事呢？公众对某一热点
事件的关注目光出现暂时的游
离，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忘记，更不
代表他们不关心事情的处理结
果。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本着
理解和体谅的心情，在给予官方
以调查和处理的时间。如果政府

曲解和误读了这种善意，想以“拖
字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
明显是打错了算盘。结果只能是
激起公众更大的不满和质疑，政
府的公信力只能进一步流失。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热回应
冷调查”的现象，主要是缘于政府
问责处理机制的失灵。如果问责
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则应该
有的调查才能深入下去，也才能
把责任追究到每一个责任人的头
上。因此，对这种社会普遍关注
而又久拖未决的热点事件，不妨
由多部门启动专门的问责程序

“全程紧盯”，在对事件责任人进
行追责处理的同时，也要对在事
件调查处理过程中敷衍塞责的相
关人员进行行政问责，这样才能
起到惩戒警示的作用，避免备受
诟病的“热回应冷调查”。

出租车“拼车”并不新鲜，不
仅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一
些城市一直在这样做着，前几年，
国内哈尔滨、杭州、南昌、成都等
城市也曾纷纷出台过鼓励出租
车“拼车”的政策。从目前的情况
看，这一做法，不仅能提高出租车
的利用率，缓解城市上下班高峰
期的交通压力，方便市民出行；还
能减少乘坐者的费用，提高出租
车司机的收入，节约能源，控降城
市大气污染，可谓一举数得。在
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
人口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可以毫
不夸张地讲，推行出租车“拼车”
制度势在必行。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出租车
“拼车”益处多多，虽然国内众多

城市都曾尝试过这一做法，但能
坚持做下来，并取得理想效果
的，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一方
面，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使
得这一做法很难获得突破性的
推广。另一方面，在具体操作
上，由于缺乏更为实用的细节设
计，譬如候车市民无法知晓行驶
中的出租车去向何方，可否拼
车；譬如计价器不能分别计价
等，使得出租车司机和乘客都感
到极为不便，甚至困难重重。而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传统消费
习惯的影响，中国人严重缺乏

“拼车”意识，对“拼车”产生的巨
大公益效应视而不见。在这种

“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状况
下，出租车“拼车”制度总是轰轰

烈烈开头，不声不响结束。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一状

况呢？除了进一步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从政策上对出租车“拼
车”提出明确要求和鼓励措施，
并对相关软、硬件及时进行升级
外，我看还必须要把对市民的教
育、引导工作作为一项大事来
抓，并且要长期坚持下去，逐步
让市民了解、尝试、支持“拼车”
做法，直至把拼车出行当作一种
自觉行动。

希望南昌市这一次能吸取国
内其他城市的教训，在市民暂时的
冷淡面前，咬紧牙关把相关工作坚
持下去，打一场“持久战”，相信只
要能持之以恒，总有一天，出租车

“拼车”的做法一定会深入人心。

“热回应冷
调查”源于问责
机制失灵

□苑广阔（广西）

山体滑坡、矿难瞒报、塑化剂、速生
鸡……一起起牵动老百姓“神经”的热点
事件，事故责任追究渐无音讯，事件调查
雾里看花。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对
于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多数地方选择

“迅速表态”，然而这“迅速”的后面是否
真的出于“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
的交代”？

（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关注民生

推行出租车
“拼车”贵在坚持

□吴应海（江苏）

“地铁挤、公车慢、打车难”已经成了
现在不少城市的通病。尤其是到了上下
班高峰时段或遇到恶劣天气，常能看到
几位乘客为谁先叫到出租车而争得面红
耳赤，出言不逊甚至动起手来。为了缓
解打车难困境，江西南昌从今年 1 月份
开始在10辆出租车上安装了可同时为4
名乘客计价的“合乘计价器”，尝试出租
车合乘，也就是俗称的“拼车”。目前已
经开始相关测试和数据采集工作。

（1月21日《北京日报》）

热点话题

谁是防“抢
票插件”第一责
任人？

□邓海建（江苏）

1月 21日起，全国乘客将可以通过
12306 网站购买除夕当天的火车票，由
于除夕是春节“黄金周”的第一天，因而
这也意味着春运购票将在今天迎来最高
峰。针对有关部门叫停抢票插件的报
道，媒体调查发现，抢票插件依然可以下
载并正常使用。

（1月21日中国新闻网）

这是一个“订火车票基本靠
‘抢’”的年代。有记者在 12306 网
站尝试购票刷新，4 小时均未能成
功。2013 年春运售票开始后，“抢
票插件”风靡全国。只是，18日，金
山公司因此被铁道部约谈，随后，
工信部要求 360、搜狗、金山、遨游
等浏览器停止使用这一插件。但
事实上，无论是金山还是360，其抢
票插件并没有停用。就在 18 日深
夜，金山公司的猎豹浏览器在网上
发布消息称，工程师夜以继日，刚
刚发布了新版软件，用户仍可以正
常抢票，而 360 公司的抢票版浏览
器也于19日更新了版本。

市场显然不是听行政权力之

话的“乖孩子”。只要合法合理，有
需求，自然就有市场。用新华社文
章的话说，“偌大的铁道部斥资约3
亿元建起的平台竟经不起一个小
小的网络插件冲击！更让人费解
的是，自己不好好修补Bug，却忙于

‘约谈’和‘叫停’，动用行政权力去
阻止市场行为”。“抢票插件”当然
要防范，但这张防范的责任既不在
正规的网络公司，更不在买票的个
人，而在于有能力、有责任的网购
火车票渠道。

“抢票插件”的本质，是用插件
控制浏览器自动刷票，代替人的手
动操作，因为插件能以更快的频率
刷新，一旦有票就会发出提示，所以

抢到票的概率也就大大提升。有人
说，这“抢票插件”说白了就是“插队
神器”，尤其是黄牛，一旦掌握这样
的技术，这“手无寸铁”、望网兴叹的
乘客，还有“活路”吗？遗憾的是，按
照有关法律规定，针对特定软件、网
站开发专用插件，只要没有非法侵
入、擅自修改用户信息等违法行为，
无论是否出于商业推广目的，都不
算违法。那么，指望“抢票插件”能
自觉加入手工排队的序列，这实在
有点很傻很天真。

火车票网购的官网自然在不
断改进升级，只是这样的速度，与
民众的期待显然还有不小的距
离。譬如日前，有网友登录铁道部

12306 网站，发现“农民工团体查
询”永远显示的“票已售完”或者

“无此席别”。票少一点也就罢了，
流向的公平、配置规则的公平、售
卖价格的公平，更得经得起程序正
义的拷问。就此而言，有几个问题
亟待厘清：一是传说中的“预留
票”究竟是有还是无？如果有，预
留量是多少、留给哪些渠道？二是
耗资数亿的官网，究竟该建成怎样
的用户体验质量？几个“插件”都
搞定不了，是“钱”的问题还是“人”
的问题？

谁是防“抢票插件”的第一责
任人？弄懂这个问题，网购火车票
的公平旨归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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