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婚”热帖的冷思考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如何恢复男女比例平衡，缓解那些剩男的焦虑，才是应当
引起高度关注并迫切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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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天价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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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的生命力
为啥这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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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家里有危重病人需
要转院，您会跟救护车讲价吗？近
日，山东泰安市民王女士就遇到了这
样的事情，父亲因为消化系统出血
需要转到济南接受治疗，80公里的
路程，救护车竟要价3600元。面对
病情危重的父亲，王女士只得掏了
这笔钱，但是事后她越想越不对劲，
细算下来，每公里路竟要收费40多
块钱，这救护车也太贵了吧！（《齐鲁
晚报》2月24日）

80公里，车费3600元，原因在于
一个“协商收费”的规定：治愈出院病
人、长途转送病人需要救护车服务，
用车费用由供需双方在使用前协商
确定。类似的“协商收费”，不止那
里，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常是引来“天
价救护车”新闻的根源。

一方面，要用救护车，病情通常
紧急，病人家属跟院方没有多少议价

的资本；另一方面，急救资源是稀缺
的，在某种程度上，收费的高门槛，能
避免其遭到随意占用。

无论如何，不论是对救护车成
本进行合理测算，对各种情况规定
合理的价格，还是根据不同救护需

求精简救护服务，降低费用，或者
引入竞争，搞公司化运营，增加供
给——总之，在医患关系本就不睦
的当下，应当认真找一找各地“天价
救护车”的症结，别让医疗机构的形
象再蒙尘了。

近日，一个关于解析抓拍闯红灯
原理的视频火了。交警表示，信了这
个闯红灯“秘诀”，就等着被罚吧。对
此，众网友议论纷纷。

看过该视频后，@洛阳好备T感
慨“现在的谣言真是了不得”：视频做
得有模有样，细致的 3D 动画加上专
业 的 配 音 解 说 ，我 差 点 就 信 了 ！
@lvming36问道：下这么大功夫，到底
图个啥？

说到造谣者的目的，@一枚小志
认为是这个网站为了赚点击量而做
的：想要点击量，就得来点吸引眼球
的，要不压根儿没人看。@猫的嫁衣
表示赞同：有些小网站或者营销公司
就爱搞这种东西，反正很少有人管，
更别提处罚了。@秋刀鲤鱼则说：造
谣固然可气，但谣言总有人信也是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近年关于交通类的谣言
屡见不鲜，这让@珊子继续冬眠了很
费解：交警部门一次次辟谣，谣言还
是一批批地往外传，难道权威部门的
声音还不如小道消息？@江西青年
张敏分析：说到底，这些谣言还是迎
合了部分车主的侥幸心理，希望通过

“秘诀”钻点空子，少罚点钱罢了。
在@一页西国看来，诸如“交通

新规”类的谣言之所以广受关注，是
因为许多人希望借此来“吓唬”身边
开车的朋友：什么“闯一次红灯扣12
分”“不系安全带或驾驶时拨打手机
扣6分”，看起来荒唐，照样有很多人
转 发 ，其 实 也 算 是 种 夸 张 的 提 醒
吧！@珊子继续冬眠了感慨：有些
司机开车实在太危险，对广大行人
来说，确实希望处罚力度和执法力度
能大些。

“从某种程度上讲，谣言的生命
力强弱在于真相的普及程度。”@三
尺万卷觉得，要想消除交通类谣言传
播的土壤，交警部门应加大宣传力
度，“对交通法规的介绍多一点、详细
一点，形式上再活泼一点。既然谣言
都已经开始下本钱做动画了，交警部
门也不该落后啊！” （王斌）

这些天，一则名为《广西宾阳13
岁新郎迎娶16岁新娘》的网帖火了，
本地的洛阳网上也能见到相关图
片。在图片上，夫妻二人都是稚气未
脱的娃娃脸。经调查，这对儿新人实
为南宁市马山县人，已认识一年多，
均满16岁。新娘小吴说，她男友上完
初二就不读书了，已经在南宁打工两
年，自己去年上完高一也不读了，他
们打算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再去领证。

这样的事情，近些年似乎越来越
多。在一些偏远地区，类似的早婚现象
屡见不鲜。对孩子们的父母来说，要求
子女早婚，特别是要求儿子早婚，似乎
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农村适婚年龄的女
孩儿少，不得不“先下手为强”。

从昨天开始，《中国青年报》“中
国农村剩男现象”系列调查报道引起

社会极大关注。过去的 10 多年，西
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李树茁和他的同事根据几次全国人
口普查的数据，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
国1980年到2010年出生人口的性别
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
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
性比女性多出大约 3600 万。换言
之，当下中国有 3000 多万剩男。“在
1980年以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
至 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
配偶，农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
多”，加上年轻女性进城务工后，往往
都不愿回到农村择偶，这让农村男性
的选择范围更小了。

面对“一女难求”的严峻形势，要
想娶个媳妇，在一些地方，有的家庭

“早准备早动手”，用早婚的方式锁定
女性。于是，结婚年龄越来越小，“彩
礼行情”越涨越高，婚姻成了一个遵
循“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市场，多的
是明码标价，缺的是款款深情。

在婚恋市场里，少数拥有较多资
本的未婚男性，无疑在金字塔中占据
高位，能选一选对象。而相当一部分
农村单身汉，则被挤压到了一个最不
利的地位，再不早点动手，再不想方
设法多备彩礼，又该怎么办呢？

说到底，“13岁新郎迎娶16岁新
娘”、彩礼飞涨等问题只是人口性别
比例失衡导致的3000多万剩男危机
的一种体现，如何恢复男女比例平
衡，缓解那些剩男的焦虑，才是应当
引起高度关注并迫切需要解决的深
层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