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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民办事，得讲个“厚道” 龙门 站ee
眼镜为啥这么贵？

■洛浦听风

只有哀愁的“返乡笔记”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就像黄先生这事儿，要是公安、
民政都死抱着所谓的“规定”不放，
人家这个婚还咋结？

在开学前，我市眼科可谓门庭若
市，看近视的孩子占八九成。一个困
扰近视眼们多年的问题摆在孩子家
长面前——眼镜为啥这么贵？对此，
众网友议论纷纷。

说起在眼镜上花的钱，@一页西
国就有些肉疼：小学四年级开始戴眼
镜，前前后后换了少说十几个，花了
快2000块钱。@喊我黄三金打趣：看
来近视不仅影响生活，还能帮钱包

“瘦身”。
眼镜业该算暴利行业吧？@千

山寒问道：好的眼镜动辄就能卖到
几 百 块 钱 ，难 道 是 因 为 制 作 材 料
不同？做个眼镜到底有啥技术含
量？ @lvming36 分析：卖眼镜肯定
要 考 虑 加 盟 费 、房 租 或 商 场 入 场
费、员工工资等，成本高了，售价也
就高，但问题是，这高得有点儿离
谱了。

不过，在@六安王锋看来，眼镜
卖得贵也有道理：和别的生活用品
不同，眼镜的消耗速度还是比较慢
的 。 销 售 量 相 对 较 小 ，售 价 自 然

高。@听雨宣-苏绿则说：对近视
一族来说，眼镜是生活必需品。多
贵 都 要 买 ，买 个 便 宜 的 还 不 放
心 。 @ 菏 泽 新 志 很 无 奈 ：家 长 都
心 疼 孩 子 ，近 视 了 要 戴 好 眼 镜 ，
尤 其 是 那 些 标 榜 能“ 缓 解 近 视 ”
的 。 掏 钱 的 不 差 钱 ，商 家也乐于
定个高价。

不过，让@三尺万卷费解的是，
根据市场竞争规律，眼镜价格不应
居高不下：眼镜行业算是充分竞争
的行业，难道没人整个“超低价”吸
引消费者吗？@洛阳好备 T 不以为
然：市场规律是理论上的，关键还要
看行业规则。试想，以降价来竞争，
大家都“受伤”，不如统一高价，都
能挣住钱。

“话说回来，要想搞清楚眼镜贵
的原因，市场监管和消费者话语权是
绕不开的话题。”@樊耀文微博认为，

“不透明是眼镜业存在的大问题，与
其让消费者瞎琢磨，不如职能部门多
用心。”

（陈曦）

说谁好还是不好，论谁厚道还
是不厚道，通常需要个参照，或者说
得有个比较。

看晚报，因户口簿上的身份号码
为15位，与所持二代身份证上的18
位号码位数不同，市民黄先生到涧西
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婚姻登记时，工
作人员要求其出具“我是我”的证明。

这证明，派出所是没法开的，也
没必要开：去年，公安部就明确规定
18 项证明不再开具，其中就包括这
一种。黄先生这下大大地为难了：
因为一个没必要的证明，自己连婚
都没法结了！好在，长安路派出所
户籍室的民警动了恻隐之心，看不
下去了，破例为他开了证明，问题才
得以解决。

当然，咱不能说涧西区行政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刻意刁难黄先生。
因为，其确实拿出来民政部的文件，
文件上确实说户口簿、身份证上的
身份号码应当一致。“公安部的文件
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归民政部
管”——工作人员的说法，听起来让
人不舒服，但也不是瞎说的。

问题是，这话没有把道理想透。
确实，公安管不了民政，民政也管不
了公安，但说到底，两个部门的职能
都是为百姓服务。黄先生结不成婚，
这个现实的问题咋办？有没有人
管？好吧，就算公安部的文件与贵单

位关系不大，但市民在婚姻登记时遇
到了难题，作为公共服务单位，您给
费点心、支个招儿总不况外吧？

其实，要说费心，也真费不了多
少心。二代居民身份证换领工作
已实施 10 多年，身份号码从 15 位
升为18位是“常识”，由固定的公式
可以算出来，上网自行查询也完全
能核对——记者还上网查了一下，
确实不麻烦。再说，老城、西工、洛
龙、高新、吉利等区的民政部门工作
人员都表示，只要符合身份号码升
位的固定公式，无须出具什么证明。

自己往前多迈一步，就能避免
市民跑断腿。这一步，咋就不愿意
迈出去呢？

其实，假 如 说 民 警 有 恻 隐 之
心，说派出所挺厚道，不是说这个
单位或者其中哪一个人心善、德行
好——公家部门为民办事，凭的当
然不是善心和美德，而是为民服务
的理念。市民有难处，只要不是胡
搅蛮缠、不讲道理，就应该设法为
其纾困解难——这，就是公家部门
的厚道。就像黄先生这事儿，要是
公安、民政都死抱着所谓“规定”不
放，人家这个婚还咋结？

群众来办事，不是来求人的。凭
着文件上的硬杠杠，把本来不复杂的
事情复杂化，让本来该办的事情办不
成，看似挺有理，其实没道理。

【新闻背景】春节前后，返乡离
乡，关于农村的话题一直很热。当
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虚假信息，例如
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春节纪事：一个
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丨返乡日记》，
这两天被爆出为作者杜撰。“返乡笔
记”却非“返乡之作”，这让乡里乡亲
们很不理解——“快委屈死了！”（2
月25日 新华社）

同样感到委屈的，或许还有被
“上海女孩”嫌弃的江西农家菜、一
张被“不能上桌吃饭的城里媳妇”掀
翻的农家桌子，包括乡间社会。即
便有人据理力争，即便假新闻终被
揭穿，但对许多没有乡村生活经验
的人而言，道德崩坏、凋敝日甚，显
然是难以轻易抹去的印象。

这两年，“返乡笔记”很热，有关
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也很激烈，
而且前者似乎占着上风。

每个人内心都有故土情结，这种
情结无疑会引发人的感情共振。当
习惯了以第三人称叙事的报道，看到
媒体人、记者以完全的个人视角来呈
现故乡的变与不变，读者的阅读兴趣
自然会被吸引过来。环境恶化，人情
稀薄，一切向钱看，什么事儿都没规
矩可讲了，乡村衰落了……无疑，这
样的问题，在无数人心神所系的故

乡，都在发生着，甚至愈演愈烈。
不过，看多了类似的“返乡笔

记”，你会发现，多数通过读书、考学
远离故土进入城市的观察者，都或
隐或显地展现出一种优越感：离开、
归来、再离开，精英感颇为强烈的他
们，怀着一种怜悯，从高处俯视着故
乡。问题是，俯视的姿态，难免带来
偏见和猎奇的心态。

比如，他们失落于“人与人之间
联系的失落”，缅怀过去乡间熟络的
熟人社会。可是，既然随着社会的
发展与进步，人际关系衍生出更多
新的表达方式和存在类型，我们为
什么不能去理解、适应这种变化
呢？一味怀旧，一味幽怨，又能为心
中所爱的故乡带来什么好处呢？

农民的现状，确实不是在最好
的时候，但也绝不是在最坏的时
候。走进乡村，你会看到，农民早已
没有了延续多年的自卑感，他们能
告诉你很多自己相较城里人的优势
和优越感。这都是事实。

各色“返乡笔记”，会让更多人
审视中国乡村，发现问题，设法解决
问题。这是好事，但请不要只是情
绪化地抒情、痛诉甚至渲染。美丽
故乡更需要的，还是有力的建设性
意见和投身其中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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