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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论

央视日前报道了一则春运期间网络
黄牛囤票案，揭示了黄牛们利用区别于
商业网站抢票插件的付费抢票软件，10
分钟刷走 1245 张火车票。这种抢票软
件，破解了12306网站每5秒钟抢一次的
限制，以毫秒速度实时刷票，并可实现自
动识别验证码，速度要比人手快百倍。
这种软件还可多账户挂机，黄牛们利用
假身份证在12306注册成百上千账号批
量刷票，不受12306网站对普通用户每次
可买5张车票的限制，垄断票源。（1月9
日《京华时报》）

每遇抢票高峰，12306 网站的瘫痪，
已经不再是新闻了。唯一的安慰是，至
少瘫痪也瘫痪得公平，我买不到票，别人
也买不到，尤其是黄牛也买不到。可事
实证明，在这个技术的世界里，当我们为
抢到一张火车票而恨不得拍烂电脑时，
使用抢票软件的黄牛却以 10 分钟 1245
张票的速度，正在轻松偷走大量票源。
12306为之设计的种种限制，每5秒抢票
一次也好，每次只能买5张票也罢，似乎
都是“只管君子不管小人”，只对普通用
户有效。

显然，技术黄牛在12306网站如入无
人之境般猖獗，相比之前排队购票时代的
黄牛，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仅购买一个专
业抢票软件，就能攻破12306“重重防线”，
这将网络购票的公平性撕扯得稀烂。技术
上的问题，门外汉谈不出个一二三来，但
12306竟然无法鉴别身份证真伪，还是让人
很错愕。“黄牛抢到票后找买家，买家付款
后，黄牛把囤积的票放出来，再用真实买家
的信息去买到这张票”，如此操作方式更让
人疑惑，出票信息难道还可更改吗？

最让人不解的是，那些瞬时流量更
大的电商平台都能经受住考验，也不存
在安全问题，为何偏偏5亿身价的12306
网站，经不起抢票软件的破解？是对手
实在太过强大，还是网站设计本身技术
落后？试想，如果网上银行也能如此轻
易被攻破，那谁还敢用网上银行呢？
12306的推出，既为了购票便捷，更为了
购票公平。如此不堪一击，岂不是会进
一步加剧不公，让黄牛以高科技名义光
明正大倒票？

黄牛利用专业抢票软件倒票，当然
应该打击；但在根本上，这是一个技术问
题，技术的比拼要用技术的方式解决，身
价 5 亿的 12306 没理由斗不过技术黄
牛。如果内部无法解决，春晚都要使用

“外脑”，12306更该技术外包。网上很多
人在怀疑12306是否有“内鬼”，正如排队
买票时代最大黄牛往往都在铁路内部，
12306网站的羸弱不堪，是否也有内部开
发人员自留后门，然后开发抢票软件赚
黑钱？相关部门应该对此进行调查。

事实上，黄牛10分钟刷走1245张火
车票，不仅是对天价网站的挑衅和羞辱，
更是对背后真相的“砸场子”追问。资料
显示，太极集团承接12306网站项目的合
同金额高达2亿元，再加上太极集团与同
方集团之后分别中标的 1.99 亿元和 1.3
亿元网站开发项目，12306网站花费合计
超过5亿元。为此，律师多次将铁道部告
上法庭，相关信息却至今成谜。现在，铁
道部虽然没了，12306天价之谜却不能不
了了之；相反，12306越是羸弱，公众越是
追问不止。
□舒圣祥

身价5亿的12306
没理由斗不过黄牛

■街谈

去年一年，从中央八项规定、六
项禁令，再到多部约束党政机关工
作人员各项行为的具体“禁令”，几
乎涵盖了公务员们工作生活的各个
方面。一些分属各系统不同级别的
公务员,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为官不易”，在失去隐性收入后，一
些人甚至考虑离职转型。（相关新
闻见今日本报AA12版）

“公务员不好当”，近来正成为
一些公务员的感慨。确实，与过去
丰厚的福利相比，去年以来，公务员
们所能接触到的福利大为锐减。“禁
令”所发挥的作用，正影响着普通公
务员的生活。中秋不发月饼，过节
没有购物卡，种种新现象，忽如一夜
春风来，吹遍神州大地。而这，也正
是禁令颁发的目的所在。

但面对失去的福利，总有一些
怀旧者不忍割舍。因为他们当初考
进这支队伍，很大程度关注的是这
份职业蕴含的丰厚福利。如今，这
样的福利在“禁令”之下萎缩，这部
分群体自然会生出失望情绪。从整
顿作风的层面而言，这种情绪，虽是

“禁令”治理的成果，但亦需引起我
们足够的重视。当此治理整顿之
时，基层公务员，应该维持一个什么
样的工资水平，似乎应该纳入决策
考虑范围。

大禹治水，不但要堵住缺口，还
要找准出水口。对公务员的治理也
正是如此。如新闻中所言，现实中，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贫困
地区公务员的收入显然赶不上发达
地区，而在大城市工作的一些普通
公务员，如果廉洁自律，不接受任何

“福利”，恐怕连买上房，都略显艰
难。所以，在面对“公务员不好当”
的声音时，我们除了感慨风气变化，
还更应思考这背后的原因：既让公
务员们遵守“禁令”，同时又有一个
生活的盼头。

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目前，
从他国经验来看，新加坡公务员的
管理，较为值得借鉴。新加坡一面
通过高压治廉，取缔公务员的非法
收入。一面在薪酬设计上以固定的
年度增量为基础，在这个薪酬系统
中，每一个公务员薪酬的年增量既
参考其业绩，也会参考其发展潜
力。同时，其公务员收入水准也会
参考其他一些行业收入水准的发
展。如此一来，从制度上给予了公
务员“希望”，又从根本上断了牟取
不当得利的后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务员不好
当”是主流，也是大势所趋。但如何
让公务员们心服口服，真正理解“公
务员不好当”却也是时下制度变革
应该考虑的重点。以“禁令”治理乱
象，是治标。通过治标，我们可以
淘汰掉队伍中不那么真心为人民
服务的公务员。而在治标之后，让
那些真心工作者，沉得下心，耐得
住寂寞做好工作，正是治本要发挥
的作用。以此而论，这正是一场观
念革命，把公务员从一些人眼中的

“老爷”职业或另一 些 人 眼 中 的
“ 大 锅 饭 ”职 业 ，还 原 为 常 态 职
业，赋予他们正常的职业晋升与
加薪空间，从而巩固“禁令”所取得
的廉洁成绩。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公务员不好当”不能只当感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