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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近年来，因为广场舞引发的
矛盾时有发生。高考临近，北京
市第十二中学的晚自习学生们也
有这样的困扰，每天晚自习时，学
校旁边广场上广场舞的音乐声打
扰了学生们的思绪。6 月 3 日晚
上，丰台城管来到丰台十二中附
近的广场上，向跳广场舞的大妈
们发放了倡议书，劝导大妈们在
高考来临之际和高考期间，暂停
广场舞或者降低声音，为考生营
造良好环境。对于城管的劝导，
大妈们并不买账，待城管走后，大
妈们仍然选择调低音量继续跳
舞。（6月4日《北京青年报》）

劝停大妈跳广场舞，这一次
祭出的大旗是——高考，只是热
爱运动的大妈们，虽对孩子们表示
同情，但除了把音量调低外，割舍
广场舞难以付诸实施。只要劝说
的城管离去，欢腾的舞声照样响
起。在公共秩序领域，广场舞俨然
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规范难题。

但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广
场舞有那么大危害吗？对广场舞
危害的过分渲染，某种意义上也
是一种放大社会情绪的行为。说
到底，大妈们还是有权跳广场
舞的。管理部门不可能强行禁止
他们在广场跳舞。化解广场舞带
来的扰民问题，希图通过妖魔化
广场舞，讨伐大妈们多么不服从
管理，只能把问题陷入一个越来
越难解的境地。充满跳舞热情的
大妈，即便不在某一个广场跳舞，
也会换别的公共场所接着跳。管
理部门没有这样的精力，也不可
能死盯住每一个公共场所。舆论
更应该学会的是如何给大妈们的
爱好留下一个合理空间，开辟一

条制度通道。
在高考面前也同样如此，公

众必须明白，不论高考对中国学
生的影响有多么巨大，以此为理
由，禁绝大妈跳广场舞，都是一种
对私权的侵犯。因为学生们固然
有受教育权，大妈作为公民，也同
样有“跳舞权”，当这两种权利冲
突，需要学会的是寻求共识，而非
陷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二元
对立。

解决广场舞争议，必须尊重
这样的基本前提，才有舒缓的可
能。现在，由于城管的提醒，大妈
们已经降低了音量，这说明沟通并
非没有可能。相反，一再指望彻底
把广场舞扫出场地，恰是一种自私
的行为。民众必须明白，像广场这
样的地方，本属于公共场所，可供
人游玩栖息，它不可能为了一些人
的需要而永远保持安静。要求在
广场上的娱乐活动不扰民，也仅能
要求对方降低分贝，而不是令其停
止娱乐。

围绕在广场舞一事上的纠
纷，反映出公共场所矛盾协调的
困难。类似广场舞扰民这样的问
题，它够不上“严打”的标准，却也
是一个公共问题。对它的解决，
需要依靠相关法律制度，也同样
不能忽视群体沟通艺术的作用。
设想，如果公民彼此之间学会多
体谅对方，在公共场所达成一种
使用共识，比如跳广场舞的大妈
尽量离学校远一点，声音小一点，
跳舞在相对不扰民的时段，而其
他民众尽量对广场舞多一些宽
容，由该舞蹈而引发的管理冲突
是否会少些？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解决广场舞争议，当避免对立情绪

■个论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自
己实名购买的火车票丢失
后，凭身份证不能退票和改
签。当记者向 12306 反映这
一问题，并提出能否向铁路
总公司提出合理建议时，工
作人员再三强调这是规定，
不能帮忙代转。这究竟是固
执，还是长期老大地位养成
的霸道？（6月4日《解放日
报》）

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
你说这涉嫌霸王条款，他说
是 部 门 规 定 ；你 跟 他 谈 法
律，他说是部门规定；你说
要保障消费者权益，他还是
说这是部门规定。部门规
定这一万能应对从当初的
铁道部，延伸到如今的铁路
总公司——都说铁路正在走
向市场化，可是“部门规定”让
公众丝毫看不到改善的迹象。

其实，无论铁路总公司
对于“实名火车票丢失后不
能凭身份证退票改签”这一
规定涉嫌霸王条款，是否回
应消费者或者媒体，一个确
凿的事实是摆在那里的，那
就是铁路总公司讳疾忌医，
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藏着
掖着，只能更添公众的误解。

这些年来，铁路建设可

谓一日千里。号称与国际接
轨的高铁建设体系已经覆盖
到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十
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规划》也提出，到2015年中
国快速铁路营业里程达 4.5
万 公 里 ，五 年 增 长 率 达
438.4%。由此可见，未来五
年铁路建设仍将是中国交通
运输体系建设的重头戏。

但是，随着铁路建设硬
件方面的不断提升，形势看
似一片大好，国家高度重视，
数目庞大的民众依然选择铁
路作为主要的长途出行交通
途径，而铁路部门的服务软
件却长期滞后。铁路部门不
能将服务软件建设与硬件建
设割裂开来，不能一方面以
铁路建设巨额负债，寻求减
免发债等政策支持，另一方
面则不愿意承担公益性，一
味追求资源垄断下的价格主
导，乃至采用霸王条款谋求
不正当得利。

比“实名火车票丢失后
不能凭身份证退票改签”更
为糟糕的，是铁路总公司依
然沿袭着“我是老大我怕谁”
的垄断思维。将之前制定的
不合理规定，以自我赋予的
合理性来应对社会改革诉

求。有意思的是，这两年来
铁路总公司似乎也在作出一
个改革动作，比如设立12306
的网上订票官网，然而伴随
着 改 革 的 更 多 是 争 议 。
12306 耗费巨资运行效果却
差强人意，公众舆论对此提
出的种种完善建议，却被铁
路总公司冷漠待之。

由此可以看出，改变形
式易，改革内在难。如果铁
路总公司面对诸如 12306、

“实名火车票丢失后不能凭
身份证退票改签”等问题，总
是变成埋在历史沙堆里的

“鸵鸟”，改革就会走回头路。
所以必须思考的是，铁

路总公司的服务思维何时能
真正提速？能够紧跟社会
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障的
需求？高铁太快背后也是
服务跟进太慢的结果。如
果铁路总公司不能理解真
正的市场化思维，不能为消
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
从而在与航空公路的竞争
中获得更多市场投票，那么
可以断言，总有一天铁路总
公司会发现，自己想和消费
者谈服务的时候，已经没有
人愿意再听了。
□毕舸

你说霸王条款，他说是部门规定

■街谈

为了杜绝餐饮浪费，北京一机
关食堂安装了监控探头，员工被发现
剩饭剩菜，将被处室负责人约谈。据
反映效果不错，该食堂的餐厨垃圾从
以前的每顿饭百余斤减至约20斤，
食材采购量也得以大幅减少。（6月4
日《北京青年报》）

吃饭还要被人盯着，印象中
那是幼儿园小朋友才能享受的

“待遇”，不过那是因为小家伙们
年龄小，生活尚不能自理，吃饭时
需要有人照顾和看护。没想到如
今在机关食堂，一帮成年人因为
不“好好吃饭”，也享受到了和小
朋友一样的“待遇”，天天要在摄
像头的关照下就餐。

从目前反映的情况来看，摄像
头下的“光盘”行动效果不错，不仅
餐饮浪费现象得到大大改观，就连
就餐人员的饮食结构也因此发生
改变，蔬菜和粗粮大受欢迎，“几年
间该食堂腔骨等肉类的采购量几
乎减半，所花费的采购费用也得以
大幅降低”。小小摄像头竟然有如
此妙用，令人拍案称奇。

相比之下，很多地方的摄像
头就逊色多了，比如在一些饭店、
酒楼，即使安装有摄像头，依然无
法阻止众人对食物的浪费，往往
是推杯换盏、一番喧嚣过后，人去
宴席散，留下满桌未吃完的饭
菜。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并没有

摄像头“盯”着吃饭，就餐者却将
眼前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没有
丝毫浪费。不信去建筑工地的露
天食堂看看，看看谁舍得将雪白
的馒头满地扔，看看哪个人不是
将盘子里的菜一扫而光。

比较一番后不难发现，其实
“光盘”的质量与摄像头没有太大
关系，在我看来，一些机关食堂之
所以浪费惊人，主要根源在于这
里面的饭菜过于“物美价廉”，因
而才导致就餐者不加珍惜。犹记
得网友曾经爆出的南京某机关食
堂菜谱：“党参杞子乌鸡盅，2.5
元；四季豆炒猪肝，1.5元；莲籽红
枣银耳汤，1 元；虾皮冬瓜块 0.5
元……”食物来之太易，且过于便
宜，吃不完弃之亦不可惜。而一
些低收入者，为了养家糊口，每顿
饭都从牙缝里省钱，食物之珍贵
不需提醒，节俭习惯自然养成。

可见，摄像头下的“光盘”模
式并没有多大推广价值，其实要
杜绝机关食堂的浪费现象，有一
个办法比摄像头更为直接有效，
那就是提高饭菜的价格，剔除机
关菜谱中的各类福利，当这些机
关干部和普通工人一样，对饭菜
价格开始关心时，自然会懂得食
物的珍贵，那时候不需要摄像头
的监视，人人都会将“光盘”进行
到底。 □丁庆霞

摄像头下的“光盘”模式不具推广价值

■个论

今年 52 岁的彭祥林从
事环保志愿工作 16 年，被称
为“洞庭湖鸟人”。6 月 2 日
上午，他和另外几名志愿者
在东洞庭湖保护区发现一
处垃圾场，之后发微博反映
垃圾场污染一事。微博附
上了两张现场图片，并@了
相 关 政 府 网 站 的 官 方 微
博。很快，彭祥林收到了一
条回复。对方微博名为“岳
阳市政府门户网站”，回复
的文字为：“烧不得，埋不
得，堆到原博和你这个环保
绿茶婊家去吧！”（6月4日
《潇湘晨报》）

“绿茶婊”是一个去年才
有的网络词汇，大概与“外
围女”没有什么区别，是社
会 腐 女 的 代 名 词 。 因 此 ，
我对官博中使用“绿茶婊”
回复市民一事感到非常吃
惊 —— 原 来 ，官 博 什 么 都
懂！但是，什么都懂，不等
于什么词都可以用，更不等
于可以用于评价市民尤其
是热心的环保志愿者。官

博对于腐女词汇的不当应
用 ，看 似 是 对 市 民 们 的 侮
辱，其实是官方微博的自取
其辱，在客观上，还能够漂
白“绿茶婊”一词。

我们刚刚领略了官员毁
词的能力。比如，“女同学”、

“表妹”这两个词都在瞬间被
毁。搞得大家对各自的童年
少年想入非非，节操碎到扫
都扫不起来。现在我们又见
识了官员漂白贬义名词的能
量，“绿茶婊”一词很快成了
正义与智慧的化身。

对于侮辱市民一事，当
地工作人员解释称这是“操
作失误”。对于这样的解释，
我认为这是“辩解失误”。一
方面，“烧不得”、“埋不得”、

“堆到……家去吧”，这明明
就是在讨论垃圾问题；另一
方面，“在群里聊天不小心
粘贴上去”的解释也过于牵
强，聊天就聊天，还用复制
聊 天 ？ 也 太 没 诚 意 了 吧 。
更加上，之前我们的市长信
箱、县长热线都出现过许多
侮辱市民的回应，官方微博
用网络语言“卖萌”侮辱人，
也不容易让人相信是“操作
失误”。

其实，说到底，这不过是
一件小事。当事人认错道
歉，当地政府“罚酒三杯”，之
后此事就可以画上句号。但
是，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官方
微博却总不能让人省心放心
外加安心。一方面，活跃的
微博总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

题。比如，前段时间某官方
微博没有关注任何人，却只
关注了日本艺人苍井空老
师，此举便非常怪异。被网
曝之后，或许也只能以“操作
失误”和“被盗号”来搪塞一
下了。

另一方面，大量的官方
微博为了保持政治正确，选
择沉默不言，以至于大量官
方微博都成了“僵尸微博”，
一年到头都不带打一个字
的。原因在于，一旦政府部
门和相关官员缺少了和民众
沟通的诚意、自信和勇气，政
务微博就很容易成为“烫手
山芋”，没人敢碰。

自媒体时代里，政务微
博是赶时尚赶出来的。对
于 政 务 微 博 ，现 在 固 然 缺
少 一 些 制 度 和 规 范 。 但
是 ，官 方 微 博 代 表 的 是 当
地 政 府 的 形 象 ，微 博 上 出
现的每一个字都应该有态
度、有立场、有担当、有正
能 量 —— 这 些 道 理 ，相 信
微博操作员并非不懂。此
外 ，政 府 如 何 回 应 市 民 们
的 诉 求 、如 何 将 自 己 的 想
法 透 露 给 公 众 、把 自 己 的
工 作 宣 传 给 网 民 ，都 是 一
门 门 的 学 问 。 显 然 ，利 用
开 发 好 微 博 的 功 能 ，需 要
政府投入更多的智商和精
力 。 否 则 ，就 可 能 在 漂 白
网 络 贬 义 名 词 的 同 时 ，把
自 己 摆 在 市 民 们 的 对 立
面。
□王传涛

官博侮辱市民不只是“卖萌”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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