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房价不是为了让富人发财，而
是让穷人能住上房子。

——独立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
丰商学院教授金岩石接受信息时报
采访时如是说。他认为，建立合理
的住房体系，就应该让豪宅卖出天
价，然后政府有钱了，就能给穷人建
保障房

太平间被个人承包，收多少钱是
个人的事。

——因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河南
开封通许人张强（化名）从去年8月至
今一直被太平间的高收费困扰。尸体
在太平间停放67天，负责太平间管理
的一名男子要价4万多元。对此，太平
间所属的医院负责人做出上述回复

有意见去厕所提。
——河北省故城县交通局为规范

客运秩序，规定营运客车一律到该县
新汽车站驶发，中途在城区不得随意
停车上下客。部分运营代表就一些问
题前往反映，遭到该局相关领导大骂，
甚至被提出上述要求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脏的奖品，但
获奖者的精神却是纯洁和崇高的。

——昨日，民间自行设立的“林则
徐控烟奖”被授予著名控烟活动家臧
英年教授。该奖项没有奖金，奖品为
一件“横幅型奖状”，由著名公益环保
人士叶榄历时54天走了20多个城
市行程万余公里收集的540个烟头
制作而成

有些人对人才的概念或者填报的
规则不是特别清楚，申请人在填报时
弄虚作假。

——最近，深圳市安居房认购公
示名单“闹出乌龙”：5岁男童和3岁
女童被列为“后备级人才”，2岁儿童
被注为“杰出人才”。对此，深圳市住
建局一官员做出上述澄清

风把警示牌吹偏了，我们是24小
时连轴转，误以为这个区域已经解除
封锁，就把钩机开进去了。

——日前，继金陵台强拆之后，广
州又有5座先秦战国时期的古墓，一
夜之间被施工方用钩机摧毁。面对考
古工地拉起“红线”，施工单位为何无
视的质疑，中铁二局安全生产总监廖
勇做出上述解释

是我国镉污染事件处置史上的一
个奇迹。

——去年1月，广西发生龙江河
镉污染事件，因河流出现重金属超标，
柳州一度全城抢水。日前，广西环保厅
在官方网站信息公开一栏，公布了这
一曾引发舆情危机事件的相关信息，
并做出上述“自我评价”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我市一家饭店向
消费者强收1元消毒餐具费被罚
款7000元！其实，这种不合理收
费许多人都知道，那么大家为何往
往选择沉默呢？（见本报15日A05
版报道）

收了1元消毒餐具费，却被罚
7000元——听起来，这家饭店很不
划算，似乎被罚得有点冤。

真冤吗？
顾客来你这儿吃饭，你向顾客

提供消毒餐具，这本是店家分内之
事，但店家理直气壮向顾客索要 1
元消毒餐具费，听起来有点“薄
气”，难不成坐了你的凳子、用了你
的桌子也要掏桌椅钱？

餐具是餐馆提供服务过程中的
配套用具，是消费者就餐的前提，而
确保消费者健康是餐饮企业应尽的
义务。让顾客掏1元餐具消毒费，
显然有强买强卖的意味——顾客总
不能用手吃饭吧。

其实，对于收取消毒餐具费，
顾 客 完 全 可 以 说“ 不 ”，但 事 实
上 ，或 出 于 好 面 子 或 认 为 不 值
当，大家往往选择沉默，拒绝为
之买单的顾客并不多，这种态度
无疑纵容了商家的无理行径，让
叫停 1 元消毒餐具收费变得有点
儿难。

目前，佛山、太原、哈尔滨等地
均已叫停1元消毒餐具费。为啥要
叫停，除了强制收取消毒餐具费属
于强制消费，违反公平原则外，也

与一次性消毒餐具存在不卫生等
诸多问题相关。

据报道，餐饮企业所使用的
一次消毒餐具大都来自小作坊，
这些小作坊缺少消毒、生产设备
和消毒原料，从业人员没有按规
定进行健康体检。用一些消费者
的话说，花了钱，买了单，原来使
用的是用洗衣粉简单冲洗的不卫
生餐具。

遇到强收消毒餐具费问题，消
费者应该积极举报。问题是，要让
这项收费真正绝迹于江湖，单靠消
费者较真儿恐怕还不够，更要完善
相应的监管措施，防止餐饮企业变
换方式转嫁成本，同时畅通投诉与
举报的渠道，让消费者较起真儿来
更容易、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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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地加价”的逻辑在哪里？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13日，市民李先
生在老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婚姻登
记处的一复印点打印一页文件，
被要价5元钱。李先生随后跑到
3公里外的一家文印店打印，只花
了 1 元钱。（见本报 14日 A12 版
报道）

打印一页 A4 规格文件，市价
1 元这里要 3 元，删俩字再打印更
是要 5 元——这一复印点的服务，
咋看咋像“坐地加价”。然而，工作
人员却理直气壮——嫌贵，可以到
外面打印。

可以想象，像市民李先生嫌贵
一样，会有人跑到3公里外找文印
店，毕竟，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能
省就省。可是，当急着办事又不知
道哪有文印店，或者嫌麻烦怕“不
给办事”时，又有多少人会最终选
择在这个“老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唯

一的复印点”里“被高价服务”？
在一些带有行政垄断色彩的

服务场所，类似的打印价格虚高问
题不是一回两回被曝光了。应该
说，洛阳打印市场的价格基本是透
明的，其大致成本也是显而易见
的，无外乎场地费、打印机折旧费、
纸张费等。那么，对于成倍数的价
差，该复印点“现在都是市场竞争”
的逻辑在哪里？

我们知道，不管是打印复印，
还是其他服务行业，市场竞争越激
烈，价格越低才对，这是基本的常
识。由此观之，“市场竞争”之说恐
怕是站不住脚的，只不过是一个牵
强的说辞。

在生活中，类似的现象屡见不
鲜——公园里，看见几家商店，进
去买瓶矿泉水，外边 1 元他们卖 4
元；景区里，偶尔发现一个商店，进
去买盒香烟，外边卖 10 元他卖 15
元，还不许讨价还价。没办法，你

不在这买，去哪里买？
归根结底，导致价格虚高的原

因不在竞争，而在垄断——借用稀
缺的公共场所资源牟利。当然，非
要说“市场竞争”不可，恐怕这种竞
争也没用在降低服务价格上，而是
用在了打通关系“挤进来”上。如
此产生的成本，最后由谁来扛，也
就不言自明了。

但是，类似行政服务中心这样
的便民场所，宗旨是便民服务。服
务是好是坏，能否赢得满意，更多
地体现在一处处细节上。其他流
程都很好，却因为类似打印价格虚
高这样的小事引起不满，受损的不
还是政府形象？

当然，对于便民场所部分服务
价格虚高问题，主管部门加强监管
是必须的，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健
全相应的进入机制，比如，通过公
开、透明的招标降低成本与价格，
从而更好地惠民、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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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黑白变身”的角色冲突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杨朝清

【新闻背景】近日，湖北省武
汉市网友发帖爆料：洪山区城管局
一城管，白天作为执法者在街道巡
逻，检查乱摆乱放，晚上则“化身”
练摊小贩，在路边摆摊卖茶杯。洪
山区城管局回应称，绝对不会简单
以临时工为由撇清关系，会仔细调
查。（6月16日《武汉晨报》、今日本
报B03版报道）

生活中，从白天的职场角色
转换到夜晚的家庭角色，这样的

“黑白变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
可是，一旦主角定格为城管，在标
签论裹挟下的喧嚣情绪迅速发
酵，从而一定程度地影响对事实
的评判。

社会流动在加速，社会分工在
细化，绝大多数岗位作为一种身份

的色彩也在淡化，作为一种职业的
本质在加强。从这个角度上说，一
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已经
越来越少地取决于身份的光环效
应，而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社会角
色的扮演情况。

白天在街道巡逻，夜晚路边练
摊，城管“黑白变身”并非时间冲突
和角色紧张，而是一种角色冲突。
检查乱摆乱放既是城管的角色义务，
也是城管的角色规范。然而，一边是
义正词严的高调执法，一边是藏名匿
姓的低调违规，这种矛盾无疑会击中
人们心中的焦虑感，也引发了叩问
和反思。

在利益敏感、权利敏感的现代
社会，老百姓所关注的，还在于城
管“黑白变身”破坏规则意识、有损
社会公平。面对“黑白变身”的城
管，其他城管是否会依法进行惩

罚？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公众
难免有这样的疑惑和担忧。

应该承认，城管“黑白变身”或
许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经济收入
微薄也好，家庭负担沉重也罢，“挣
外快”只不过是填补收支裂缝的一
种手段。但这名城管显然混淆了
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既是
规则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也是规则
的破坏者和违反者，这何尝不是一
种身份尴尬？

没有谁愿意活在舆论的对立
面，面对社会的质疑，城管可以要
求社会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城管
应该以自身的行为让社会理解。
作为管理者，以事实为依据，在坚
持程序正义的原则下，对城管“黑
白变身”作出合情合理的处理，既
是对公众注意力的保护，也是对当
事城管合法权益的尊重。

光靠顾客较真儿还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