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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观潮

别把公共纳凉服务推给地铁马
寺
钟
声

洛阳“剩女”，究竟咋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同一地铁，
两个城市，两种态度——日
前，杭州地铁对“纳凉族”采
取强硬的拒绝措施，甚至干
脆关闭站厅层空调以使其离
开。对此，上海地铁运营方
向记者表示，上海地铁不会
效仿这一做法。上海地铁方
面表示，可以理解“纳凉族”
的做法，只要其不影响运营、
不占用进出口等通道，上海
地铁不会拒绝他们入内。（7
月23日新民网）

不少人觉得在地铁纳凉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甚至有开
发商打出“背靠地铁好纳凉”
的口号。地铁该不该开门接
受“纳凉族”呢？有人说，这是
一个考验公共场所胸怀与情
怀的命题，提出“地铁纳凉、宽
容为上”的诉求。事实果真是
这样吗？一者，地铁不像大型
商场，前者强调流通性，后者
强调包容性。从地铁站等设
施的设计上看，其宽敞而体量
巨大的设计，就是为了地铁内
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而预留
的应急通道。二者，即便在国
外，地铁站中很少会看到大量
滞留人群，哪怕是流浪者，工

作人员也会劝离。道理不复
杂，因为在“宽容”之上的，还
有更重要的“安全”。

地铁站的纳凉之争，或
者各有说法，但问题的实质，
其实指向一个问题：公共纳
凉服务哪里去了？自古成语
有言，“世态炎凉”，越是寒冷
或极热的天气，越是能考验
人与城的良心。说良心，其
实是把权力问题庸俗化了，
就像城管不能拿秤砣砸人是
底线而不是良心一样，为市
民提供纳凉的好去处，防止
底层民众被热晕乃至热死，这
是需要财政出力、制度出手的
公共命题。

高温津贴不是人人都能
领到的。地方部门要做的，一
是建立健全高、低温公共服务
预警机制，在一定的高温或低
温天气里，及时配套启动公共
纳凉或“救暖”服务；二是拿出
一部分修缮豪华公厕或面子
工程的财政资金，或者拿出5
年内被禁止修建楼堂馆所的
预算，为公共纳凉点等硬件设
施建设添砖加瓦。其实，行政
服务大厅等公共服务部门如
果都能增加些纳凉服务，公众
何须在要不要去地铁纳凉这
事儿上纠结呢？

: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2012
年，我国的男女比例为
117∶100。不过，洛阳晚
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婚介
机构了解到，目前情况恰
恰相反。登记征婚的女性
大都比男的多，25岁至35
岁的未婚男女比例最高达
到1 3。（见本报昨日A18
版报道）

词典拒收“剩男剩女”
的词条也好，“25 岁剩女”
的情感焦虑也罢，在现今
眼球效应时代，标签化的

“剩女”，一次又一次成为
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洛阳
也不例外。婚恋这个原
本私密的事情，逐渐高度
公开化、社会化，成为公
共话题，晚报的调查报道
都要关注了。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
中借方老爷子之口阐述：
嫁女一定要嫁胜似吾家，
娶 媳 一 定 要 娶 不 如 吾
家。朴实的言语，却将择
偶“梯度效应”的精髓和盘
托出。在这个模型中，高
层次的女性和低层次的男

性都面临着择偶困境。一
些高学历、高收入、高智
商，长相也无可挑剔的女
性成为“剩女”，正是这种
效应的产物。

不论是笃信完美主义
的理想爱情观，还是“吃一
堑，长一智”的恋爱阴影，
抑或是将婚姻作为改变命
运途径的“干得好不如嫁
得好”，每一个剩女的背
后，都有着不同的身世背
景、生活经历、性格偏好、
情感诉求、择偶标准。因
此，不该简单地把洛阳的

“剩女”们看成一个整体，
而忽视她们个性化、差异
化的婚恋诉求。

知名女性学者、北京
大学教授佟新认为，有些

“剩女”之所以“剩”，不是
因为她们不够好，而是因
为她们的情感需求过于美
好，无法商品化。可是，在
消费社会，人们已经难以
获得和享受“纯粹”的情感
生活。究其原因，在商品
化的生活中人们失去了表
达情感的手段和能力，因
为所有方式都是物化的、
商品化的。小到鲜花、戒

指，大到房子、车子，经济
元素越来越多地嵌入到情
感生活之中。

与“理想派”相对应
的，“剩女”中也存在着“现
实派”。一些过于理性、过
于现实的女性，总是试图
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
收益，她们往往对择偶对
象设置种种指标，一旦某一
方面“不达标”，会立即将对
方打入“冷宫”。这种好高
骛远、脱离实际的择偶方
式，通常会“竹篮打水一场
空”，失败的心灵体验也会
在“剩女”身上不断累积。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躬行”，婚恋活动
归根结底是实践活动。“剩
女”要走出难嫁困境，一方
面需要个体进行观念重塑
和价值观更新，要学会客
观认识自己和积极争取，
要在坚持情感本位的基础
上，实现物质与情感的平
衡；另一方面，全社会要创
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
以一种更加平和、包容的
心态来看待“剩女”，让她
们不论是找对象还是生
活，都能更轻松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