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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深圳一家医疗美
容机构开业。同一时间，该美容
机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开业
优惠信息，却因员工操作失误使
价格降低了10倍，闹了一出乌
龙，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日
下午1时30分，该机构在官方
微博发布正式的公开致歉声明，
同时承诺所有参与转发促销信
息的网友，依然可以按照标错的
价格享受特价优惠。

（4月1日《深圳晚报》）
该公司“将错就错”的行为，

不但意味着企业敢于面对自己

工作上的失误，而且也证明企业
有为自己的失误行为买单的诚
意和勇气。对于现代企业而言，
这一点尤为难得，体现了企业宝
贵的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当
企业组织市场营销活动，向参与
活动的消费者作出优惠承诺的
时候，双方的契约关系就已经形
成了。而当消费者按照规定转
发了促销微博，也就意味着双方
应该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积极
履行契约关系中的义务和权利，
即企业兑现承诺，给予消费者价
格优惠。但是由于优惠价格是

企业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形成的，
按照法律规定，企业有权利中止
这种契约关系的继续履行。

这种时候，能够对企业的行
为起到约束作用的，就不再是法
律，而仅仅是契约精神和诚信意
识。令人高兴的是，当事企业没
有因为这笔高达 300 万余元的
经济损失而轻易放弃契约精神
和诚信意识，而是宁愿遭受这笔
损失，也坚定地维护双方之前形
成的契约关系。这无疑是对契
约精神和诚信意识的一种尊重
和坚守，值得肯定。而类似事件
中体现出的宝贵的契约精神和
诚信意识，无疑正是我们当下社
会所稀缺的资源，所亟须的“正
能量”。

“将错就
错”的契约意
识值得肯定

□苑广阔（广西）

东方早报
不动产登记制度将成反腐利器

2009 年新疆阿勒泰率先尝试官员
财产公开试点，其后同类试点各地皆有
小范围尝试，但何时全面推行官员财产
公开制度，至今并无明确的时间表。但
已在实施的商业银行清理虚假匿名账
户行动，以及明年年中启程的不动产登
记，肯定是国家最终实行官员财产公开
制度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至少，不动产
及货币资产的双实名，有助于搞清官员
财产的“动态基数”。

中国青年报
用涨价缓解打车难是转嫁责任

近日有消息传出，北京出租车有可
能会全面涨价，起步价上调到 15 元，每
公里收费从2元上调到2.4元，燃油附加
费收费标准不变。与缓解交通拥堵、降
低公司份儿钱、改革行业机制相比，打
车费上涨无疑是最好捏的“软柿子”。
但这一做法却是饮鸩止渴。随着社会
发展，出租车已经成为大众化的公共交
通工具，涨价势必让一部分人打不起
车，有悖于行业的准公益属性，也不利
于公共交通的发展。在溢出效应之下，
公交、地铁会更加拥挤，摇号买车将难
上加难，通畅出行依然遥遥无期。因
此，对有关部门来说，需要的不是推卸
责任而是承担责任，敢于直面打车难的
症结所在，多管齐下打好组合拳。这条
道路虽然有些艰难，却是必须跨越的。

广州日报
缺乏底蕴的“造节”热劳民伤财

给“造节”热降温，并不是不让举办
节庆活动，而是要着重培育节庆底蕴，
让节庆包含丰富的情感和文化记忆。
美国的梅西大游行、西班牙的西红柿
节、英国爱丁堡音乐节等节庆值得学
习，这些节庆之所以享誉全球，是因为
它们从根本上契合了当地的文化传统，
且能够彰显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
精神。只有先夯实内涵，并有独特的地
域特色，一个节庆才能有长久发展的基
础，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为此，我们
不妨先做好“内功”，耐心挖掘有地方特
色的节庆文化，将底蕴培育成熟再推出
不迟。同时，要搞清楚节庆活动到底

“办给谁”的问题，不能只顾短期效益，
要真正让民众感觉到“这是我们的节
庆”。

新京报
污言秽语和言论自由无关

近日，林妙可在微博上发表帮服务
员下火锅面的照片，意外地引来了一些
网友的污言秽语。就此，林妙可再次发
微博呼吁根除有害言论，却遭人吐槽

“言论自由应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
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林妙可才
14岁，还是未成年人。任何人只要把林
妙可还原成一个普通孩子，是非对错，
自在人心。或许，主张“言论自由”的
人，并没有看到那些污言秽语，但那些
网上的污言秽语和言论自由无关。自
由的边界就在于不能侵犯他人的权
利。言论自由与其他自由一样，都是法
治下的自由，否则就会造成自由的滥
用，导致人人自危。任何人都不应使用
下流、诲淫、猥亵、诽谤的恶言恶语辱
骂、调侃他人。因为这类言论既不具备
任何“适当沟通的意义”，也没有“表示
任何社会价值或意见真理”，只会给人
与人之间增加矛盾、仇恨。任何法治国
家都不会对之进行保护。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数据显示，受微信等 OTT
业务影响，2012 年中国手机用
户人均短信发送量下降 9%，如
果换算成货币收入，即意味着三
大运营商每年要少几十亿甚至
上百亿的收入。仅收流量费自
然不过瘾，想多创收的通信运营
商三大“寡头”，如此心急火燎地
讨论对微信收费实在不难理解。

原本就收费偏高的通信运
营商三大“寡头”，此番作为无疑
是对着别人的技术创新成果，大
喊“快到我碗里来”——殊不知，
腾讯的微信到目前为止，还是赔
本买卖。所以三大运营商更大
的目的可能还是，第一，借机和
腾讯达成利益分成的合约从中
获利；第二，促使更多的用户抛
弃微信、回归短信，维护自己在
此业务上的收入稳定。

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 3
月31日表示：“一个企业要可持

续发展、一个行业要可持续发
展，违背经济规律做事都是难以
长远的。”而不得不说，如此这般
酝酿收费，其实更是违背规律在
做事。比如从产业升级角度讲，
按照相关专家的说法，“3G时代
以语音和短信为主，附带数据业
务；但在4G时代，技术是基于互
联网模式的架构，通信业务是附
加。4G时代手机主要是用来上
网的，电话和短信都是附带功
能。”国内4G网络升级迟缓，三大
运营商此番作为，是不是可以看
成是在产业升级问题上的消极？

还比如，从技术创新的角度
讲，按照马化腾的说法，“这一辈
子能够国际化的（对腾讯来说）
目前看是微信产品”。而微信一
旦收费，势必会导致其用户的不
可控流失，国内发展受阻，并可
能直接影响到微信“进军海外”
的战略。如果非要说“微信倒掉

并不足惜”的话，更为重要的还
是，如果三大运营商此次对微信
收费成功，显然会在技术创新层
面影响到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和
进程。这对一直以来都被揶揄创
新乏力的国内互联网领域而言，无
疑更是名副其实的负能量。

而从目前的情况看，上升至
相关部门介入讨论的收费问题，
俨然停留在“少量收费”还是“全
面收费”二选一的阶段。这样“挟
垄断以令市场”的思维与行为，难免
让人忧心忡忡。因为在一个相对
封闭的市场领域里，如果寡头们此
番顺理成章地渔利成功，无疑是开
了一个很坏的头。所以，问题讨论
到当前阶段，应该明了的事实是：当
前的问题不是微信是否收费、如何
收费、收费多少，而是相关方面是否
应该纵容这样的“坐享分成”。从这
个意义上说，公众关注的，绝不是
微信这一个“蛋糕”的问题。

今日关注

微信收费
讨论莫成“寡
头游戏”

□晚报评论员 李记

“愚人节”里的很多新闻，其实并
不好玩。比如据4月1日《新京报》报
道，运营商即将向微信收费的信号正
日趋密集。3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部长苗圩表示，运营商向微信收费
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工信部
正在协调此事。同于3月31日，中国
联通董事长常小兵参加IT领袖峰会
再谈微信时表示“今天的免费是为了
明天的收费”。

预算中“其他支出”竟占比
四成，可见该地花钱是多么“灵
活”。常理而言，该花钱在明处
的地方都在预算中按惯例列支
了，剩下突发和不可预估的，才
能在“其他”项目中另出。既然
如此，该地哪来那么多“突发和
不可预估”的花钱项目呢？是不
是可以这样推断：正因为“其他
支出”具有隐身衣效果，才会让
各色三公浪费，以及介于“消费”

和“浪费”之间的灰色支出等，有
了埋单的空间？而现行预算法
偏偏又规定，年度中财政资金在
科目间“流转”不需人大审批，于
是更放任了“乱花钱”的风险。

应该花多少钱，这个问题难
以达成共识，关键在于“怎样花
钱”的程序未必明朗。这些年，
不少地方在民意倒逼中，羞答答
掀起了预算公开的盖头，但也正
因为这种“公开”缺乏顶层设计，

就像官员财产公示一样，长期处
于“试水”和“摸石头”的阶段。
没有强制性的结果，就是各家掌
控各家的“火候”——最终呈现
出来的特点，就是“外行看不懂、
内行看不到”。就此而言，“其他
支出”还算较为文明的“猫腻”，
顶多就是给人大的审计监督设
置了技术性障碍；更重要的是，
财政超收部分基本是“自说自
话”，以此为基础的预算审查、预
算约束更是形同虚设。

项目支出的问题、预算外资
金的问题，是预算中的核心“顽
疾”。好在目前，财政部正在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
预 算 法 修 正 案 草 案 作 准 备 。
同时，根据预算法修改工作进
度和立法计划安排，财政部也
已启动了预算法实施条例修
订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已经完
成了初稿。但愿预算公开的
内容和程序，包括“其他支出”
等项目设置的规范，能从新法
中获得制度性矫正。

热点话题

“其他支
出”不能是笔糊
涂账

□邓海建（江苏）

近日，中央要求建立公开、透
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把政府
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形
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记者调查发
现，目前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预
算报告中，仍然存在“说不清道不
明”之处，不仅让人“雾里看花”，更
暗藏一些“花钱花招”，譬如某市“其
他支出”高达146亿。

（本报今日AA02版）

恭喜“牛奶河”成功加入“环
保大军”，与之前的“胶囊河”“红
色河”等平起平坐，为环保事业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将环保部门
的失职曝光于众，也都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让环保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如今，“牛奶河”
一出，当地被置于舆论风口浪
尖上，公众再次将目光抛到环
保上。问题是，如果相关部门
切实履行了责任，“牛奶河”还
会出现吗？“牛奶河”一出，公
众的用水健康如何保证？这样
的追责发问，从来都不是咄咄逼
人，而是对政府部门应尽职责的
拷问。

记者调查得知，这条“牛奶
河”的污染，是长期存在的，只有
在需要面子工程的时候，当地才
会停止排污，河水才会清澈，河
水看上去才像是河水，而不是牛
奶。遗憾的是，尽管“牛奶河”在
当地人尽皆知，但当地环保部门
似乎“一无所知”。这样的监管
嗅觉是不是过于迟钝了？迟钝
背后，除却监管失职渎职之外，
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譬如政绩考核方面的，譬如带血
GDP方面的……这些问题都值
得深究。毕竟，如果无法还原真
相，便无法做出处理，那就无法
让环保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一种

共同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来阐释，“牛奶

河”就是无法漂白的环保部门履
责缺失的证据。当“牛奶河”是
新闻横空出世，当“牛奶河”成为
当地人挥之不去的阴影，此时，
再有力的说辞也是徒劳无功
的。唯有加强对环保责任的监
管，更好地去维护我们当下的环
境，让“蓝天白云绿水”不至于成
为遥不可及的奢望，无疑才是

“接地气”的举动。具体到当下，
需要再次吁求的是：不妨以昆明
此次“牛奶河”事件为契机，转变
当前的政绩考核方式，构筑起保
护环境的安全防护网。

公民声音

“牛奶河”
是无法漂白的
环保责任缺失

□龙敏飞（云南）

云南昆明市东川区一条河流因
当地工矿业尾矿水排入而呈现牛奶
般的颜色，沿岸村民称其为“牛奶
河”，沿岸灌溉和饮用水因此受到严
重影响。村民表示河水不能直接饮
用，沉淀3天后，仍有一股辛辣的味
道。 （4月1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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