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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觉得校服太肥？

绘图 雅琦

皮球没“踢”好 龙门 站ee

■微论撷英

看晚报，从凌波大桥南端至开元大道，长约400米的
一段孙辛路，大路宽敞，绿化得也不错，可多年来竟一直
没有路灯！夜里漆黑一片，时有事故发生，给周边商户和
居民带来了困扰。（详见本报15日A10版报道）

这路修好时间不短了，别说没亮化不美观，就连起
码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老百姓能没意见吗？夜晚走在
这样的路上，若车来车往，要担心交通安全问题，车少
的时候又怕遇上坏人——这事儿不管咋说，都不算小
事儿吧？

我不大相信附近居民没向上反映过，也不大相信有
关部门预料不到各种问题。那么，给这段路装路灯，到底
有多难？

这种普通人想不通的问题，在职能部门的解释中却
显得十分简单。洛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方面
称，辖区内宽30米以上道路属市政道路，设施由市城市
照明灯饰管理处负责——总之，这事儿不归我管。

事实是这样的吗？就在昨天，市城市照明灯饰管理
处提供了一份2013年10月17日的洛阳新区建设工作会
议纪要，纪要中明确提到开元大道至凌波大桥段路灯由
洛龙科技园区，也就是现在的洛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负责安装，当时该单位人员也出席了会议。令人匪夷所
思的是，该单位工作人员却称，此前他们并不知道这份文
件的内容。（详见本报今日A14版报道）

也许事务确实繁忙，也许人手确实紧张，但装路灯这事
儿，不是哪里的垃圾桶丢失了一个，不是哪里的树少种了一
棵，能进新区建设工作会议纪要，自然不属于可办可不办、
拖拖也没啥的小事儿，该负责的单位居然说“不知道”！

退一步讲，就算的确不知道这份明确责任的会议
纪要的内容，那这段路多年来没路灯这事儿，难道也
没人注意到吗？按说，路修好了，绿化、安装路灯的工
程，顺理成章就该进行，可拖了这么久，路灯始终没影
儿，这正常吗？有人过问吗？是真没注意到，还是没
放在心上？

在生活中，从食品安全监管，到农民工讨薪维权，
再到噪声扰民问题，职能部门扯皮现象备受诟病。你
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反正都有理，反正不归我管。
问题是，老百姓的呼声谁来理？他们关心的问题谁来
解决？

把责任推给别人，叫推诿；把该办的事情相互推，叫
扯皮。有人早就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为“踢皮球”。单就
这件事来看，连明确责任的会议纪要都不知道，就把球踢
出去了，这球踢得实在不聪明，更不漂亮。

目前，面对白纸黑字的会议纪要，相关职能部门人员
表示将及时向上级汇报，争取早日安排路灯和信号灯招
标，并对给市民造成不便致歉。道歉不道歉不太要紧，要
紧的是这事儿实在不敢再拖了。

东北人口在加速减少，并已严重影响到其经济复苏，
东北人口危机的警报已经拉响！

——近日媒体发布调查，黑吉辽三省的生育率已低
于日本和韩国。超低出生率和年轻人的离去，使东北地
区出现更严重的老龄化，工厂周边的饭馆不断关闭，医院
产科护士也越发清闲

赤裸裸地索贿，直接翻老板的钱包，贪污、索贿690
余万元，３年玩网游花去1500万元……

——江苏常州武进区城管局户外广告管理科原科
长、“富二代”丁某被检察办案人员称为“奇葩科长”

【新闻背景】 7月14日晚，
一则有关优衣库不雅视频的消
息在微博、微信朋友圈里热
传。次日上午，优衣库官方微
博声明了三点：一是已向相关
平台举报，二是请消费者“正确
使用试衣间”，三是否认人为营
销炒作。（见本报今日B07版）

一天，哦不，只是半个夜晚，
优衣库就火得一塌糊涂。早起
的网友不忘调侃：“嘿，你好，冥王
星。你知道三里屯优衣库的事
儿吗？”“商业控”在算账，其两个
小时传播量破亿的传播速度，价
值1200万元的免费广告，堪称网
络营销奇迹。“推理控”在分析，通
过有限的蛛丝马迹、时间地点，
推断出背后的炒作嫌疑。淘宝
网已有卖家紧急推出同款爆款，
兄弟品牌则不忘调侃“我们的试
衣间更敞亮”……

当然，核心的追问是：试衣
间事件的视频，是私人不慎流
出的，还是推手兴风作浪？

其实，炒作也好，搭车也罢，
法令制度也不是没有约束之
道。刑法对传播淫秽物品案的
有关规定表明，向他人传播淫秽
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者其他
淫秽物品，传播范围大的，可立
案追诉。新广告法第57条规定，
广告中若出现淫秽色情内容，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
布，对广告主处2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
吊销营业执照。对于事
件视频中的当事人，若
涉嫌摆拍或合谋，起码
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

“伺候”着。对于事实上
为此事提供发酵场所的

新媒体平台，网信办亦有《即时
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
理暂行规定》兜底。

在私家庭院里看什么影片是
个人自由，私德亦无须上升到道
德标杆的尺度来拷问，不过，在公
共信息传播领域，恐怕不能对舆
论趣味投其所好，听之任之。但
愿“试衣间事件”，能有一个不太
尴尬的真相，也但愿“毁三观”的
操作法则，不至于当真成为经济
社会变现的硬通货。

■洛浦听风

试衣间事件，谁在炒作谁在搭车？

本报特约评论员 佘宗明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装路灯这事儿，不是哪里的垃圾桶丢失了一个，不
是哪里的树少种了一棵，能进新区建设工作会议纪要，
自然不属于可办可不办、拖拖也没啥的小事儿，该负责
的单位居然说“不知道”！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根据教育部网站 13 日发
布的四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今后校
服生产和采购均将严格执行国
家标准，家长、学生可参与校服
选用，允许学生自愿购买校
服。以后不用穿那又宽又大、
难看又难洗的校服了吗？网友
们对此颇为关注。

“不是说一定要穿漂亮的
衣服，满眼都是丑校服，难道不
会影响审美观的培养？美育也
是教育的一部分，不应忽视！”@
野风咚咚锵上来就解释了校服

美观的重要性。@项氏一绝则
表示：其实校服不是很丑，关键
是不合身，无论什么款式都特别
肥，我的校服爸爸都能穿。此
外，校服质量太差也是一大吐槽
热点，涤纶材质不吸汗，易脏不
易洗，等等，让校服这种本应产
生凝聚力的东西反而成了多年
来学生集体讨厌的对象。

是设计不出好校服，还是
做不出好校服？@六安王锋指
出：有时校服成了牟取私利的
东西，教育部门一声令下，服
装厂商来人量尺寸，学校按数
量收钱上交。至于校服的款

式、质量和价格，没有一点儿
选择余地。这就导致同一地
区很多学校的校服都是一样
的，有时校服甚至年年搞，今年
搞夏装，明年搞秋装。

想穿啥样的校服？学生
们其实点子很多。“希望加入
中国古典元素。”“民国的校服
就挺好。”“能不能做成唐装、
汉服？改良一下，既有中国特
色，又方便运动。”@红花有意：
让学生自行选购、自愿购买校
服，应该说是顺应了当下倡导
个性发展的潮流。学校是培
养德、智、体、美发展的基地，
校服可以适当丰富多彩些。
如果真能让学生参与设计，也
算是一种不错的实践吧。

“购买校服遵循自愿原则”实
施起来恐有难度。@杜遂卿担
心：家长和学生为了迎合学校，讨
得学校和老师的欢心，不使自己
显得另类，一般都会主动配合学
校购买校服。

其实，大家的要求真不算
高。“款式新颖，大方得体，质
量过硬，价格合理。”@湖南女
子学院张闻骥提出的这些要
求难道过分吗？“大小胖瘦可
因人而异，质量价格有选择余
地。”@鸿雁滑翔所说的真的就
不能实现吗？《意见》既出，让
我们拭目以待。

（杨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