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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谭有话

前两天，晚报《生命周刊》一篇装修污染与儿
童白血病关系的报道，引发不少关注。

确实，在雾霾之害已成共识的当下，室内空气
污染仍未能引起足够多的注意。去年，世卫组织
发表报告称，室内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全球430万
人死亡，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因此，世卫组织已
将室内空气污染与高血压、胆固醇过高症等同列
为人类健康的十大威胁。

室内空气的整体质量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并影
响的，包括通风、装饰材料、室内植物等。就日常
生活能做的事情来说，不在室内抽烟、避免过度装
修并选用环保建材等，都应被重视。

室内空气污染应当被重视

不找人，就办不成事儿？
龙门 站ee
没有日记的人生
会不同吗

如果您到车管所办事，肯
定对那些以“代办业务”之名在
道路上拦截车辆，违法收取“代
办费”的黄牛党不陌生。市交
警部门多次采取措施进行打击
整治，同时，提醒市民不要听信
所谓的“业务代办”，以免花冤
枉钱。

黄牛党之所以屡禁不绝，
是 因 为 有 需 求 。 在 一 些 人 看
来，办理审车、过户等业务，先
找人、后办事应该更靠谱。在
事实上，真找了黄牛，无非是他
带着你跑一遍流程，该咋办的
事儿还得咋办；不找呢，也不会
多费什么劲。

有趣的，是找熟人的心理。
中国人凡事讲人情、论关系可以
说“源远流长”。半个多世纪前，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中就说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
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
宝”。在大一统帝国的农耕经济

下，从家人开始，发散至族人、乡
邻乃至更大的范围，形成了一种
命运共同体，人情关系也越织越
密。一方面，错综复杂的人情渗
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时候，
其造成的影响甚至超越了规则；
另一方面，人治的长期存在，也
导致人情有缝可钻。于是，“办
事先找人”的思想根深蒂固。

但是，在今天，“找人”是不
是仍然有那么大的效力？

以车管所的业务为例，车管
所的业务大厅门口有详细的公
安交通管理机动车登记业务收
费项目及标准公示牌，业务大厅
的门口设有引导咨询台，引导咨
询台旁边的架子上放有多种车
辆业务明白卡。通过这些免费
指导和帮助，普通人完全可以顺
利办理相关业务。

观念的力量，有时真是大得
惊人。熟人社会早已走向陌生
人社会，可“办事先找人，有人好

办事”“有关系的找关系办事，没
关系的努力创造关系也要办事”
仍是很多人的生存信条：生孩
子，找人；孩子上学，找人；上医
院看病，找人……在他们看来，
即使再普通的事，甚至是自己完
全能办到的小事，只有托关系、
找熟人，心里才有底、才踏实。

如果“办事先找人”成了常
态，就容易形成潜规则，为权力
寻租提供空间，结果，本来按正
常程序能办成的事，也要千方百
计找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
是什么好事。

改变人们“办事先找人”的
观念，得让相关服务更加透明，
制度更加完善，消除“门难进，脸
难看，事难办”的现象，让更多的
人在不找人的情况下，简单快捷
地办成事。只有让人们觉得找
人的成本更大、更麻烦，规则文
化才能逐步取代“潜规则文化”，
办事先找人才会逐渐消失。

今年4月，有媒体报道：有大
货车在京港澳高速潭耒段发生侧
翻，潭耒高速衡阳施救站收取3.6
万元高额施救费。之后，湖南省
发改委成立调查组，对施救公司
进行了处罚，两名责任人被清退，
多名负责人受处分。国家发改委
还将此列入典型乱收费事件进行
了通报，省发改委进一步明确了

高速救援收费标准。然而，令人
不解的是，最近，媒体再爆“天价
施救费”的投诉，事发地还是潭
耒高速，还是那家救援站。这一
次，救援站开出施救费为 4 万
元。（12月5日《重庆晨报》）

整改一番，价钱又提了！
这是一条简单的道理：任何

生意，只要垄断，就必然带来漫

天要价。在很多地方，高速公路
拖车的活儿是职能部门指定给
一家救援单位的。可是，社会化
的救援服务，怎么就不能服务到
高速公路上呢？

咬住既得利益不放松，不愿
意把竞争者放进高速救援这块
市场——天价拖车费，如此怎能
禁绝？

■漫画漫话

天价拖车费，越整改越提价？

□尔冬/文 朱慧卿/图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改变人们“办事先找人”的观念，得让相关服务更加透明，制度更加完善，
消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

年过八旬的张老先生有一本自己的“史记”：
这些日记记录了他自1950年至今的生活点滴及
其背后的时代故事，十分珍贵。对此，众网友议
论纷纷。

经常写日记的人不少，@洛雨春晖就是其中
之一：我是从1990年开始写日记的，把每天发生
的事都写下来，一转眼也20多年了！@三尺万卷
则说：我也写了好多年，但不是每天都写，从2006
年开始到现在，一共写了一本……

日记到底该写点儿啥？@一页西国发言：如
果只是记流水账，实在没啥意思。我有一个初中
同学，上学时写日记，每隔几天就写一首小诗。
当时大家都笑话他“写得比打油诗还差”，现在看
来，这何尝不是青春的回忆？至少比那些瞎编乱
造、无病呻吟的日记好吧？@喊我黄三金补充：把
每天的花销顺便记下来，是不是能养成节约、理
财的好习惯？

在@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看来，写日记的最
大意义在于“过得不糊涂”：人生不能浑浑噩噩，
写日记不仅是记录自己成长的“脚印”，而且是在
加强自己与社会、时代的联系。虽然我现在很
忙，已没有原来的心思和精力写日记了，但每次
翻看以前写的日记，总觉得往事历历在目，尤其
看到经历过的质疑和失望时，便更加珍惜眼前的
幸福生活。

不过，@晴天dou好认为，微信朋友圈、微博
更像当下人们的“日记本”：坦率地讲，很多人对
待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还是挺认真的，每天都会或
多或少地写点儿东西，加上配图之后，让人印象
深刻，这是纸质日记本比不了的。@薛瑞众2016
有不同看法：移动互联时代，写作的载体很多。
相比纸质日记本的私密性，微信朋友圈等毕竟是
较为开放的平台，写作时是否会因顾忌别人的看
法，不会流露太多的个人真实思考呢？我个人认
为，即使手机、电脑用起来很方便，还是不如亲自
动笔写下的纸质日记靠谱。

“话说回来，写日记终究得看个人喜好，没必
要赋予其太多的意义。”@Phoebes_here 觉得，写
不写日记和人生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了，
无论干什么事情，只要坚持下去，都很了不起。
毕竟，习惯的力量很强大，养成良好习惯的人更
加自律吧？” （陈曦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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