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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高铁龙门站前，市民、
暗访的记者打车时遭遇拒载、不打表等
情况。相关管理部门表示，乘客遇到类
似违规行为可现场向执法人员反映或
拨打电话投诉、举报，一经查实将对违
规司机重罚。（见昨日本报A10版报道）

高铁龙门站前部分出租车司机拒
载、不打表，是个老问题。

有些司机说有“苦衷”：跑得远了可
以打表，路途近了不划算，对不起他们
在车站等客的时间！他们的意思是，不
强买强卖，选择口头讲价的方式和乘客
进行“谈判”，谈不成就算了。

这样的说法没道理。这些出租车
司机之所以在高铁龙门站敢于拒载、不
打表，原因不外以下两点：一来，高铁龙
门站位置较偏，去市区的交通工具少，
愿意打车的人多，“坐等”也不怕没客
人；二来，不少外地客人对洛阳很陌生，
方便对其隐瞒真实距离，漫天要价。拒
载、不打表，不是“市场之手”在起作用，
说到底是少数出租车司机走偏门、巧赚

钱的伎俩。这种行为，对乘客不公平，
对大多数诚实经营的出租车司机也不
公平！

对这种情况，高铁龙门站管理委员
会、市出租车管理处都提供了举报电
话，并表示将对违规司机重罚。可以
看出，主管部门对此现象的监管没有
放松，也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维护乘客
权益。不过，从现实情况看，违规司机
多有丰富的从业经验，熟悉行情，甚至
会结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小团体，投机
取巧——说实话，对他们实现有效监
管，不容易。

正因为难管，更需要下大力气去
管。要根治这个老问题，就要拿出决
心，投入力量，真查真罚。

应该说，管理部门立足于乘客投诉
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已被实践证明
效果不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投诉
后解决起来很麻烦”是不少乘客的想
法，而且还有一些乘客不知道该如何投
诉。即使勇于投诉，主动配合主管部门

“取证”，其过程也并不容易。再说，少
数司机敢于违规，当然是经过了一番风

险成本的考量。从目前情况来看，对于
投诉的概率与核实、处理的效率，他们
似乎并不害怕。处理投诉，最后常落到
出租车公司身上。公司与司机之间并
不明晰、严格的劳动或承包关系，是不
是能带来严格的管理，或者说公司有没
有动力去严管，难说。

那到底该咋管？普通市民所期望的
是主管部门主动作为，实现常态化暗
访、硬手腕重罚。只要规定够硬，执法
够严，让少数违规司机在高铁龙门站
牟不了不当利益，站不住脚，自然会有
更多出租车司机规规矩矩做生意。如
今，经停高铁龙门站的列车越来越多，
在车站诚实经营，不怕拉不到人，挣不
了钱。

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有良莠不齐
的现象。对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来说，
工作强度大，谋生的确不易。严查害群
之马，才能让整个行业良性发展，维护
洛阳窗口的优良形象。

说到底，决心是关键。我们相信，
只要找准方向、找好办法，一定能把出
租车行业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

只有下决心 方能治顽疾

□忻尚龙

【新闻背景】继裸女座椅雕塑之后，苏州
金鸡湖畔的一尊老子雕塑再度引发争议。
作为一位万民敬仰的圣贤，老子这尊雕塑却
眼睛紧闭，舌头伸出，露出嘴中一颗大门牙，
做出一副“龇牙吐舌”的怪状，雷倒了许多路
过的市民和游客。网友戏称其像“吊死
鬼”。（见昨日《扬子晚报》报道、今日本报
B09版报道）

艺术的表达方式是多元化的。艺术需
要自由表达，也应该独具特色，否则既出不
了精品，更不可能进步。

但是，一件艺术品如果要面对公众，摆
放在公共场合，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公共
设施”的属性比重远大于“私人作品”。因
此，在公共场合摆放什么样的雕塑，不能单
纯以个人好恶作为评判标准，应充分考虑广
大群众的审美角度和接受能力。

一些博闻强记的网友力挺这尊“龇牙吐
舌”的老子雕塑，指责呛声者“没文化真可怕，
回去多读读书”。苏州工业园区也发布微博
称，这尊雕塑的创意源自孔子向老子请教何
为刚柔之道，老子吐舌露牙，以唇齿比拟刚
柔。“刚”的牙齿已快脱落殆尽，“柔”的舌头却
依然完好，并希望引导大家一起走近艺术。

湖畔雕塑既然作为公共设施，就应该以
服务公众为出发点，把公众作为主体。社会
大众的知识层次与鉴赏能力相对有限，不可
能与艺术鉴赏家们比肩。如果因为群众不
理解其艺术表达方式，就指责群众文化素养
不够，显然是不合适的，甚至是不礼貌的。

据了解，这尊“龇牙吐舌”的老子雕塑，
是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
军向苏州文化艺术中心捐赠的两尊雕塑中
的一尊。对雕塑的艺术价值与审美角度笔
者不敢妄加点评，但是从群众的反应来看，
大家普遍无法接受。甚至有网友说：“如果
晚上从这儿过，还不把人吓死。”

或许这尊雕塑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但
如果群众难以理解，难于接受，与其把它摆
在湖畔“逼迫”大家接受，倒不如放入艺术展
馆让人们自由品鉴。想通过先锋、新潮的艺
术形式引导大家走近艺术，了解艺术，从而达
到更高的艺术境界没错，但如果连采用的方
式都不能让群众接受，就更谈不上“走近”了。

□王博东/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在兴安县国土资源局
网站领导公示信息栏上，局长没有照
片，数名副局长和党组成员的照片面部
都被打上马赛克，此事引起社会关注。
对此，兴安县国土局纪检组长唐先生表
示，此前该局数名领导收到过敲诈信，
为避免麻烦，该局不得已方出此下策。
（见12月19日《南国早报》）

政府部门公示领导信息，无非是让
群众了解领导的工作内容，在遇到问题
时方便和领导及时联系解决，另一方面
也便于群众对政府部门和领导进行监
督。可兴安县国土资源局网站公示的
领导信息，局长没有照片，其他主要领
导的照片也被处理过。官方解释称，此
前该局数名领导曾收到过敲诈信，为避
免麻烦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可笔者有个疑问，领导照片打马赛
克是为了防范谁？群众还是敲诈者？照
片打上马赛克，敲诈者认不清领导，当然
避免了给领导带来麻烦，可是，想向相关
领导反映问题的群众呢？连脸都不愿意
露给群众的领导，能设身处地地为群众
考虑，热肚热肠地为群众解决问题吗？

近年，有不法分子利用照片合成不
雅照，确实给一些官员带来困扰。事实
上，也有个别官员担心不雅照给仕途带
来影响，即便知道是造假，也“心甘情
愿”给不法分子送钱送物以息事宁人，
讨回自己的清白。可这样做，不仅不会
减少不法分子的敲诈行为，反而助长了
他们的嚣张气焰。

既然未做亏心事，何惧“诈”敲门？

遮掩妥协，只会让人生疑。网络技术可
以轻而易举地合成不雅照，但合成不了
事实。面对不雅照，官员应果断报警并
及时公开信息，接受群众监督，将敲诈
者绳之以法，才能真正避免麻烦。

把官员照片打上马赛克，降低了
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在阳光下行使
权力，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才能清者
自清。

官员照片打马赛克，是为了防范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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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群众不懂得艺术
还是艺术不贴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