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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记忆中，上一个 50 多
岁挂帅出征的是穆桂英，现如今，
华语乐坛史书工笔会再记上一个
那英。据闽南网报道，自韩红 5月
12日发文“请战”湖南卫视音乐竞
技综艺《歌手 2024》后，纪敏佳、江
映蓉、曾一鸣、王晰、罗琦、刘美麟
等歌手纷纷跟进报名。此外，众多
网友还点名凤凰传奇、龚琳娜、萨
顶顶、周深等歌手前去救场。对
此，节目组表示，《歌手 2024》有严
谨的赛程体系，公开公平公正的竞
演原则，“将根据各位歌手的档期
进行后续邀请”。

今年的《歌手》确实不一般，不
仅全开麦不修音、全程直播，还请
来了不少国际知名歌手前来“踢
馆”，唱功惊艳四座，以至于让国内
老牌唱将那英都有些撑不住了，透
露自己“吓到腿软”，在首场竞技中
仅排第三名。

的确，此次华语歌手参赛阵容
显得相对“单薄”，需要唱将们强力
助阵，与国外顶尖歌手来一场真正
实力的较量。相信如果韩红等人
能来，情况将有所改变。而事实
上，这次“那英历险记”恰恰撕开
了华语乐坛最后一层遮羞布：除
去几名老牌唱将，国内有多少能
镇 住 场 子 ，唱 功 稳 定 的 职 业 歌
手？离开“百万调音师”，歌手们
能有多少底气？

网友们担心“败阵”，所以积

极“摇人”参赛，表达出这一层期
待——期待部分歌手能摆脱对科
技的过度依赖，不假唱不糊弄，认
真打磨作品，坚持创作创新，展现
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同时，也
期待这个综艺能拓宽音乐视野，
提升观众审美。只有这样，优秀作
品才能不断涌现，华语乐坛才能人
才辈出。

当然，比赛看排名，挑战比输
赢更热烈；“请战”《歌手》，过程比
赛果更重要。国内外歌手相遇、各
类型音乐碰撞，不仅是一场“神仙
打架”的音乐盛宴，更是一个相互
交流与发展的过程。音乐无国界，

每一位站在舞台上的歌手用声音
诠释音乐魅力，用实力挑战开麦直
播，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其意义，
自然比结果更深刻。

就像《歌手》官方所说：“赢，只
是歌手的一段路。迎，才是音乐的
目的地。”看到不足、正视差距，做
出改变，歌手会“赢”得成长，歌坛
会“迎”来进步。

从当前舆论看，这场音乐竞技
似乎成了“华语乐坛保卫战”，歌
手能否接招似乎事关华语音乐尊
严，对此，应保持理性，不要过分
计较输赢，要以开放乐观的心态
迎接挑战。 评论员 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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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战”《歌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随着我国电子支付的发展，现金
收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拒收人民币
现金现象时有发生。在人民银行公
示的拒收人民币现金典型案例中，有
的单位以“不方便找零”“容易遗失”
等理由拒收现金。而近日，有群众反
映，一些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存在
拒收现金的情况。（5月13日央广网)

拒收现金，看似是政务服务中心
服务意识不强，实则暴露出其法治意
识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
银行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以人民
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
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拒收。也就是说，拒收现金是
违法行为，这无疑损害了人民币的法
定地位。

而政务服务中心作为公共服务
部门，其拒收现金的行为更是有待商
榷。根据调查，多地政务服务中心拒
收现金的理由五花八门，诸如，不具
备收取现金的设备、不方便找零等。
至于工作人员提供的解决方案，也不
能真正解决问题，更像是敷衍了事的
话术——让子女代缴、找年轻人帮忙
缴费……

在面对公众质疑时，甚至有工作
人员声称，“大家都是在网上缴费，已
经好几年没人使用现金来缴费了。”
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大家都能使用移
动支付缴费，你为什么不行？这难道
不是一种歧视行为吗？公众不能自
主选择支付方式吗？显然，相关工作
人员不仅缺少同理心和服务意识，还
缺乏变通能力。

政务服务中心拒收现金，无非就
是想省时省力。可是，既然是公共服
务部门的服务窗口，就必须确保使用
现金的通道，这是其身份和性质决定
的，他们大概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
理。那么，在此情况下，为何依然设
置如此障碍？

而且，要是连公共服务部门都没
有做好带头作用，那么，其他行业、其
他领域又怎么会重视、尊重公众的需
求？对于那些年老的、无助的群体，
他们的权利该如何保障？

更深层面上还要明确，移动支付
跟现金支付不应该彼此对立，二者是
可以共存的。比如，在一些特殊场合
和特定群体中，现金依然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央行已经多
次专项整治拒收现金行为。

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应该继续
加大监管力度，对拒收现金的行为进
行严厉打击和处罚，也应该推动电子
支付和现金支付的融合发展，为公民
提供更多的支付选择，尤其是在公共
服务部门，应该设置足够的现金收付
窗口和设施，确保公民能够便捷地进
行现金交易。

与此同时，在遭遇拒收现金时，
公众也要勇于说“不”，主动举报，积
极发声。毕竟，自主选择支付方式，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维护人民
币的法定地位，更是我们每一个人
的责任。

瞭望塔

□评论员 任思凝

移动支付与现金支付
不应该彼此对立

北京晚报：
高校岂能改分“救”学生

近日，西安科技大学测绘科学与
技术学院一名教师反映，今年 1月，自
己所带课程的期末成绩出来后，一名
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家长以“影响孩子
前途”为由，要求老师修改成绩。目
前，该校已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深入开
展调查核实。

据报道，学校此前已对考试试卷
复核，结果是试卷出题符合大纲要
求。对自己成绩有异议的这名同学，
卷面成绩仅25分，尽管老师把他的平
时成绩打到90分，但按比例算出的综
合成绩还是只有45分。要求教学秩序
为自家无理要求让步，说明这名家长
对孩子的爱护已经到了是非不分的地
步。如果教师反映情况属实，学校既
要追究相关责任人，也要查清其中是
否存在利益链条，还要保护好涉事教
师的权益。大学是传道授业所在，最
该实践“对真理的忠诚”，必须以明确
的态度、果断的行动，给全校学生上好
这节“修分课”。

新京报：
7000元手机维修费翻倍
被罚10万元不冤

“7000元手机维修费竟高达1.4万
元。”据报道，近日，武汉市场监管部门
公布了对此事的处罚结果，拟对当事
人作出警告、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维修费比产品价值本身还高一
倍，这种离谱的操作引发关注。而从
报道看，这家“狠宰”顾客的维修店，套
路也玩得相当深，被罚 10 万元不算
冤。首先，该维修店在品牌上就有误
导消费者之嫌。其注册公司所用“百
帮值信”字号，与苹果官方授权服务商

“百邦”注音相似，让人误认为是苹果
官方授权维修点。其次，该维修店与
消费者签订数据恢复维修单时，故意
隐瞒价位，直至手机维修完成后才告
知数据恢复费用。诚然，针对所提供
的产品及服务，市场主体有一定的自
主定价权，但这种定价权不能被滥用，
更不能成为乱收费的遮羞布。

正观新闻：
中招体考跑出国家队成绩
辟谣信息需要更高可信度

5月 12日，网传山西太原市第二
十九中学特长生考试出现作弊现象。
当晚，学校发布公告称，网传信息均为
不实信息。考试过程全程录像，每名
考生的成绩均可通过录像查询，不存
在“体考作弊”的可能性。

据网传信息，该校特长生考试成
绩“400 米第一名跑出 49 秒，200 米第
一名跑出21秒”，这个成绩已经赶上国
家队了，显然不可能。这也是网友质
疑最多的地方。但公告中辟谣称，实
际情况是，男子 400 米最好成绩为 54
秒 30，男子 200 米最好成绩为 23 秒
92。但最好成绩到底是多少？相比于
学校说法，家长和网友更愿意相信视
频录像，因此有网友要求公布体考视
频。但涉及中考以及个人隐私，显然
不是想公布就能公布的。但既然谣言
已经产生，辟谣信息就需要有更高的
可信度。最好的办法，是上级部门介
入调查，公布更多证据。

北京商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