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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话题：

公交线路可“私人定制”
你怎么看?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BBS：如何
收费？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贴吧：寻求
一块回家的小伙伴吧！
@渔樵耕读煮：好事儿啊。

网友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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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此前有媒体报道，位于陕西西安

的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组织学生在平
安夜集体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
要求学生不盲目崇洋媚外，封校禁过
圣诞。上海踩踏事故发生后，西北大
学现代学院在其官网首页刊文《上海
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
管理无比正确》，文中称，严重的惨剧
正是在看似正常的时尚的节日狂欢
中发生。（1月5日中新网）

上海踩踏惨剧，令人痛惜不已。
各方面的反思亦在迅速展开，只是之
于公共舆论场，这样一种借助惨剧反
证自身学校管理正确，不让人过圣诞
节的英明，却让人顿生愤慨。

踩踏在后，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不
让学生过圣诞节在前。这从逻辑链
条上来说，二者不构成所谓的因果关
系。并且，在上海踩踏事故未发生
前，这家学院的口号是保护传统文
化。现在风向一转，节日引发的公共
场所安全问题成为热点，西北大学现
代学院又及时调整策略，竟大言不惭
声称其先前所为恰是一种光明的预

见。比如这篇文章中声称，不发生
在上海也会发生在其他地方等等，
借口事故为自己洗地的投机心理暴
露无遗。

事实上，封闭式管理，不让学生
出去过节，的确有可能预防学生卷入
重大安全事故，但这实在荒唐可笑。
刀有杀人的危险，能杜绝平常百姓买
菜刀切菜？开车上路有出车祸的危
险，能禁止人们开车？更不要说，坐
轮船、坐火车、坐飞机的事故概念，按
照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逻辑，岂非通
通要拒绝？

横贯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声明
里的思路是一种死不认错的流氓逻
辑。你跟他讲保护传统文化不必盲
目排斥外来文化，他跟你讲重大公共
场所要注意节日安全。你跟他讲怎
样防范公共场所的群体风险，他跟你
讲过外国节日出事是一种必然。不
论多么扯不上关系的事儿，到了这所
学校这儿，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性，都能成为其百分百的论证理由。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达，事件

传播率提升，公共舆论场中的公共对
话也与之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类
似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对话之中不讲
逻辑，不讲理性的粗鄙之气亦与之增
长。著名学者徐贲在《明亮的对话:
公共说理十八讲》中认为“霸气、含
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已经成为
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桎梏”，
可以想象的是，类似西北大学现代学
院以踩踏悲剧自证正确的流氓逻辑上
升为一种教育文化理念，并长期实践，
将给学生带来怎样的粗鄙影响？

借踩踏惨剧自证正确事件再度
提醒我们，好的公共空间更需好的公
共说理文化支撑。不讲逻辑，各说各
话，抑或变着法子粉饰自我，虽然只
是传播了一篇漏洞百出的文章，在网
络上的影响也只是博人一乐，但反馈
之于一所学校，戕害的则是受教育者
的心灵，对人才的培育是一种扭曲。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作为一所学校，职
责是教书育人，在公共说理教育方面
理应起到表率作用。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比借踩踏正名更可怕的是说理教养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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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日在深圳

前海微众银行敲下电脑回车键，卡
车司机徐军就拿到了3.5 万元贷
款。这是微众银行作为国内首家
开业的互联网民营银行完成的第
一笔放贷业务。该银行既无营业
网点，也无营业柜台，更无需财产
担保，而是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和大
数据信用评级发放贷款。（1月5日
《郑州晚报》）

犹记去年互联网金融“吹皱一
池水”。当时有人在呼吁，有人在担
心，更多人徘徊观望。可现在，刚刚
跨过新年的门槛，第一家互联网银
行就已经横空出世。“微众银行一小
步，金融改革一大步”。第一家互联
网银行的产生，对于整个金融业改
革，必将带来强烈的倒逼效应。

相对于其他银行，深圳前海微
众银行一大特点是，“既无营业网
点，也无营业柜台，更无需财产担
保，而是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和大数
据信用评级发放贷款。”很显然，互
联网银行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客
户体验以及扩大金融业覆盖面上，
有特色有优势。但是，互联网银行
的真正标志，不是没有院墙，而是真
正以互联网思维，来服务整个经济
社会发展。重中之重，在于找准自
己的定位，选好自己的服务对象。

互联网银行应在传统金融乏
力处发力，把目光聚焦对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尤努斯通过创办

“穷人银行”，不仅赢得了全世界尊
重，而且获得了事业的成功。以互
联网思维创办银行，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提供支持，又何愁没有精
彩未来？诚然，互联网银行需要整
个社会的支持，需要方方面面“添
把柴”，特别是离不开信用体系的
建设及完善，但在发展定位上，互
联网银行不能“新瓶装旧酒”，不能
重复实体银行走过的路。

互联网银行当是大众创业银
行，这才是人们希望的银行，也是大
有作为的银行。今天，“互联网+”已
经带来了无限可能，改变了社会，影
响着每个人。方向选准了，脚步走实
了，在服务大众创业中，互联网银行
同样会有美好未来。□毛建国

近日，哈尔滨西客站站前地区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微信公号推送了
一则通知，内容是前来该市检查相
关工作的13人团队照片，并附上编
号，要求执法队员一旦发现，第一时
间向各中队长汇报。对此，该局负
责人告诉记者，信息系内部转发，且真
实性不能确认，正在追查网上被公开
的原因。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5版）

前来检查工作的人员已经被事
先拍好照片并附上编号，“一旦发现，
立即上报”，这让事情显得有些怪
异。既然是暗访，来访者的信息又是
如何暴露的？从曝光的照片来看，基
本可以判断是在被拍摄者不知情的
情况下暗中拍摄。综合这些，大家肯
定要问：好好的例行检查怎么就成了

“谍战片”？
面对迎检工作中的种种怪诞行

为，从涉事单位的反应来看，似乎最
重要的是要追查“内部转发”变成“网
上公开”的原因，而对其精心谋划的
迎检措施并没有做任何反思。这样

的表现，无疑也契合其面对暗访与公
众时的态度。对暗访是想方设法摸
清底细，密切监控；对公众的质疑，是
打哈哈，拒绝正面回应。

从常识而言，包括暗访在内的各
种检查工作，都是十分平常的监督方
式，只要被检查的单位做好本职工
作，本没有什么好惧怕的，也犯不着
使用什么特殊手段去防范。如果一
听到要接受检查，便战战兢兢、如临
大敌，那只能说明自身工作没有做
好，而这更需要认真改善自身工作，
绝不是穷尽手段来防范检查。

一次暗访变成了近 乎 透 明 的
“按照片找人”游戏，不仅是被检查
单位心虚的表现，它也在警示目前
的检查监督机制需要完善。暗访
事先就被泄露的事件已多次见于
报端，其中一些是来访者和被检查
形成了默契，将检查工作形式化，
也有一些是被检查的单位有人神
通广大，通过各种渠道提前打听到
了消息，又或者通过行贿的方式直
接将对方买通。而不管是那种情

况，都在消解监督的效力。
无论是暗访，还是其他方式的检

查手段，都不该成为一种默契游戏，
或是“谍战片”。对于各种各样应对
检查的花招，势必要给出更为严厉的
惩罚措施。就此次事件而言，拍照并
编号已然成为了一条线索，不妨就此
深入调查，看看这场“谍战”背后到底
有什么秘密。

权力没有受到真正约束，就会
成为一些人牟取私利的工具，而不
是用来保护公众的权利。由此，我
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个行政执法局为
迎接检查，又是拍照，又是编号，又
是要求执法队员发现情况后立即上
报是如何发生的，这仍是一些人用
置于暗处的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的
习惯性动作。

只有置于阳光下的权力，才会无
惧监督与检查。那么，在完善当前检
查机制的基础上，更应该实现的显然
是公众对于权力充分的监督权。唯
此，类似的“谍战片”才能彻底收场。
□寇宇龙

“每两小时喷一次，每次 20 分
钟。”一位广州市民在江湾大酒店
面对珠江边的一段骑楼下，用水桶
接起喷头喷出的免费自来水。而
原先露宿在喷头下面的近20名露
宿者就没有这心情了，自上月底街
道城管安装水管定时喷水，大部分
人已经被迫离开。街道城管、物管部
门回应，这是为了美化市容，不得已
而为之。（1月5日《南方都市报》）

管理者“希望露宿者投向附近救
助站”，然而何以流浪者们宁可露宿
街头受冻也不愿意接受救助？这其
间除了宣传的力度不够，位置偏远和
心理抗拒之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
于，救助本身的服务质量不高，无以
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再加上一
系列的虐待或者殴打事件曝光，加剧
了部分流浪者内心的恐惧。更重要
的是，流浪者的心中想什么，真正需
要什么，其实外人并不知晓。若是以
一种“嗟来食”的姿态去扶助，就难免
会引起其反感。

抛开救助是与否这个命题不谈，
从权利自由的层面角度出发，露宿者
也有“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样的
人格权。他们可以像其他城市群体
一样，享有着这个城市共同的公共资
源，获得平等而具有尊严的对待。
在国外同样有流浪汉和露宿者，他
们的现状与国内的同类人没有区
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少了些被
驱赶被歧视的担忧和恐惧，如澳大
利亚政府曾出台的流浪者白皮书

《回家路》，着力于服务无家可归人
士，值得参阅借鉴。他们拥有绝对
而平等的权利，流浪也好，露宿也
罢，那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对
另类人生的体验。

在此不免会感动于杭州图书馆
的人性与宽容——在被赞“史上最温
暖图书馆”的杭州图书馆，就有一群
每晚闭馆才肯离场的流浪者、拾荒
者。拿起书，他们和其他读者一样安
静阅读；放下书，他们依旧流浪。对
此，图书馆的管理者说“无权让任何

一个人离开”。这是一种权利的尊
重，更是一种底线的守卫，捍卫别人
的权利，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一个
社会若连流浪和露宿的权利都没有，
又谈何其他更为高层次的权利，又谈
什么以人为本？城市建设，经济的发
展和环境的整治，必须立足于人，惠
及于人，若没有人存在的城市，不过
是一堆没有生气的建筑而已。

温暖和人性才会让城市变得更
美，也是推进城市化的新的注解。创
卫与露宿之间并不矛盾，两者其实可
以和谐共处。“喷水驱露宿者”是一
种权力的冷血，也是一种治理手段
的粗暴。以此方式的城市治理，不
可能变得和谐而有序，以“弱肉强
食”为伦理的方式，其实才是最大的
治理隐患。当每个人都处于权利自
保的恐惧之时，程序正义和规则刚
性就会被漠视，人人自危之下也会
呈现出肃杀之气。那么问题来了，
此时又靠什么来驱赶？
□堂吉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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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驱露宿者”驱散了城市之美

迎检岂能成为“谍战片”

互联网银行
当是大众创业银行

@人人爱郑州：2015年开始，郑州
公交三公司面向全市推出定制公
交服务：凡在同一地点或附近区
域、同一时间有 30 人以上乘客由
始发地赶赴火车站、长途客运总
站、长途客运南站、陇海路汽车站
的，提前一天预约即可预订线
路。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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