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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评谭
来稿请寄：lywbpl@163.com 一经采用，即奉薄酬

年终晒收入晒出了啥
“涧西国企职工，税前 3.7 万元”“苦

逼IT男，税后也就20多万元”“卖鸡蛋饼
的，年收入25万元”……快过年了，我们
身边总有人按捺不住，上网晒收入。

年年岁岁“数”不同，岁岁年年“晒”
相似——一到岁末，各种“收入大比拼”
就成了一种“惯例”，此起彼伏。在各种
晒年终奖、晒福利、晒收入中，有些看似
令人艳羡的数字，很难说有多真实，但为
何还是有人愿意说？有人愿意看？

辛苦了一年，大家盘点下收入，其实
也没啥。毕竟，家家有本账，柴米酱醋、水
电气暖，这些日常开销不用说，孩子上学
不得盘算？家有老人，看病花钱不得合
计？只是，在年终“奖奥迪”“发金条”“领
钱领得手软”的一片喧嚣中，一般人很难
坐得住。也是，当人们习惯用金钱来衡量

一段生活的好坏，甚至考量一段人生的成
败，并在无形中建构这样的评价体系时，
各种“晒财富”现象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于是，我们自然而然会看到，收入几
十万元也好，勉强养家糊口也罢，大家都
想拿出来比较。乐此不疲的背后，绝不
仅仅是看看自己的坐标在哪儿那么简
单。“苦逼”“寒酸”“太低，不好意思说”

“穷得掉渣渣”……从这些话中，不难发
现许多人自嘲、戏谑与宣泄的情绪，甚至
隐隐约约看到，收入差距的那一道鸿沟，
正在情感上被进一步拉大。

太阳会照常升起，日子也得继续过，
不会因为晒了收入就有所改变。但这各
种晒背后的复杂情绪，隐含了草根阶层对
财富分配公平的渴望，这不该被忽视。否
则，仍会引发更多的“羡慕嫉妒恨”。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当人们热衷于用金钱来衡量一段人生的
成败，并在无形中建构这样的评价体系时，各
种年终“晒财富”现象恐怕就不再是偶然了。

洛谭有话 倾听、鼓励，造就更多负责任的市民

市民发帖，要当交通志愿者。晚报
报道后，市交警支队迅速联合相关部门，
招募首批50名文明交通志愿者。想起清
末梁启超在与革命党论战时，对民主素
质、文明程度的质疑——既乏自治之习
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唯知持个人主义
以各营其私。

百年前的孰是孰非已不可论。时至

今日，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让人高兴的是，我市交管部门尊重

市民的合理建议并积极反馈。
城市管理者，需要让市民在细节处

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被尊重。要做到这一
点，公家需真正放低姿态，真正用心。也
只有公家更理性、包容、开放、尊重，才能
造就更多负责任的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