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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听风

量产的“胶水人参”谁来管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说来说去，令这家擦鞋店深入人心的，还是老板娘身上诚实守信的朴素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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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时锣鼓震天，生怕有
人不知道；停业时悄无声息，
就怕被人发现——这是一种
很常见也很有趣的现象，尤其
是那些办预付卡的店，然而，
有这样一家修鞋店，店主决定
停业后，守在店里一一通知
600 余名会员，这事儿听着是
不是怪新鲜？

这家位于老城区集市街
上的美景修鞋店，老板娘叫王
晓辉。因积劳成疾，身体无法
久坐，她不得不把店铺转让，
但王晓辉没有像其他停业店
铺的店主那样一走了之，她不
仅贴出通知，感谢大家多年来
的光顾，还设法给600余名会
员退钱，并为所有到店取鞋、
领钱的顾客免费擦一次鞋。

面对这样的老板娘，我想
很少有人能不为所动。事实

上，很多人听说她的修鞋店要
停业后，有的执意不愿要未消
费的钱，有的诚恳地挽留她，
甚至“抱怨”：“你要是停业了，
找谁擦鞋去？”

大家为什么舍不得这家
店？有人说，老板娘擦鞋、修
鞋技术好，这个因素可能有，
但难道就因为这个让那么多
人恋恋不舍？换句话说，大街
小巷的擦鞋店不少见，别家店
的技术就不行？

说来说去，令这家擦鞋店
深入人心的，还是老板娘身上
诚实守信的朴素品质。就像
很多顾客说的，“他们夫妻俩
不仅技术好，人品更好”。啥
叫人品？诚实守信就是。

是啊，如果不是为人忠
厚，王晓辉就算技术再好，也
不大可能“表里如一”，为擦鞋

的顾客清洗鞋垫；如果不是坚
守诚信，她大可以留下联系方
式走人，又怎么会守在店里一
一通知会员，让他们领退款？

这些年，办卡消费在许多
行业都十分普遍，然而悄悄关
门、溜之大吉的现象还少见
吗？别的不说，就是晚报的
报道，美容店人去楼空、修脚
店不辞而别、洗澡堂销声匿
迹……消费者手中的各种卡，
就这么变成废品了！

还是那句话，做人要诚
实，做事要守信，不要以为贪
占了一次小便宜就能怎么了，
如果坚持不了最基本的做人
底线，人品出了大问题，欠下
的账总是要还的。相反，如
果诚实守信，总会收获回报，
将来不管遇到啥困难都不是
事儿。

通信企业的服务热线，您
打过没？

昨天，我因宽带问题试了
试，从八点半到九点半，打了7
次客服电话，每次都是“坐席
全忙”。

问问身边人、上网求助，
发现有类似经历的人不少。
众所周知，遇到出租车拒载可
以打110投诉，发现噪声扰民
可以打12369 投诉，买到假货
可以打12315投诉——通信企
业的热线一直没人接，该打什
么电话投诉？

上网一搜，还真有！百度

安全认证的该企业官方客服
电话下面就有一个投诉监督电
话。问题是，抱着希望打过去，
还是“坐席全忙”；再打，照旧。

生活中，“热线不热”甚至
“热线不通”的情况，实在不少见。

这些热线电话，不管是政
府机关的、公用事业单位的，
还是其他服务行业的，每个都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为什么要打？还不是因
为遇到问题或麻烦了，需要获
得帮助？打不通，让人求助无
门，问题或意见找不到出口，
就容易导致矛盾发酵。

就现状而言，“监督”电话
成了摆设——自己人监督自
己人，才敢于同样“坐席全
忙”。至于什么“话务高峰”的
解释，向来有人说没人信，如
果总是人手不够，为什么不多
招聘几个人？

总之，客服电话不能只是
一个招牌，有服务之名，无服
务之实。要治“坐席全忙”，就
应引入第三方监督，并建立相
应的奖惩机制。让“××电
话”及其接线员们有所畏惧，
公民的咨询、投诉渠道畅通才
能有所保障。

自己监督自己靠不住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才敢于同样“坐席全忙”。

【新闻背景】哈尔滨南
极批发市场名优城的五楼，
专门批发东北特产。商家
说，这些特产里人参最好
卖。在一家店门口，记者看
到有两个人正在拿胶水粘人
参，他们把一些边角料粘到
人参的芦头上，粘完后就变
成芦头很长的人参。人参是
用来吃的，但用来粘参的胶
水竟是普通的502胶。（5月4
日《半岛晨报》）

502胶水糊弄出来的“野
山参”，再打着“东北三宝”的
幌子糊弄人。有案可稽的报
道可以追溯到 2005 年，当年
的媒体就曾以“中药材造假
严重花款多 硕大野山参竟
是胶水粘”为题，揭露了行业
内公开的秘密。十来年过去
了，“胶水人参”不仅没有因
曝光而绝迹，相反还越来越

“红火”。道理其实不复杂，
就像批发市场上的商贩说
的，“不知道你们当地是什么
法律，在我们这块儿还可以，
没有什么管的”。

“没人管”的准确说法是
“有人没去管”。从权力构架

上来说，市场监管、食安监
督、质量检验等部门，从来只
有强化，未曾有半点削弱。人
员到位了、职权明确了，偏偏
还是让“胶水人参”成了土特
产中的灰色产业链，无非就是
两个可能：一是虚与委蛇，明
目张胆造假的背后，对应的
是明目张胆的行政执法不作
为；二是沆瀣一气，造假者胜
券在握，还是因为早已对执
法者的“七寸”玩弄在手。

毫无疑问，特色游带火
的是土特产销售，但如果土
特产就是靠“胶水”等糊弄
人——那么，市场失范的危
害，也许并不比“女导游”的
辱骂来得轻柔。

假冒“野山参”等土特
产，做的是一锤子买卖，且料
定外地消费者维权成本高，
只要本地监管者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有 13 亿人口的基数
在，纵使没有口碑，一样赚得
盆满钵满。这样说来，地方
执法者与监管者的心思，直
接决定了造假售假的猖獗程
度。量产的“胶水人参”，十
年妖娆不败，当真没人管管？

90后大学生从容、理性、
务实，是值得信任的、充满正
能量的一代。

——近日，复旦大学发
布了《互联网与当代大学生
系列研究报告》，报告否定
了 90 后生来就任性、娇生
惯养、拜金的说法。相信自
我奋斗，拼能力比“拼爹”重
要，“丰裕”或成解读 90后
的关键词

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

样脆弱，稍不注意就容易受
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
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求是》杂志社政
治编辑部副主任杨绍华认
为，近年来查处的严重违
纪违法案件反映出一些地
方和部门的政治生态严重
恶化，应切实改进选拔任
用机制，以优良作风使政
治生态“天空晴朗”“山清
水秀”

■微论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