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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记者采访发现，尽

管国家邮政局明令快递公司不得

私自停业，但部分快递公司已不再

收件，而仍在收件的公司多宣布在

春节期间涨价。其中，顺丰快递表

示 1 月 22 日～28 日每单加收 10 元

的节日服务费。（1月18日《京华时

报》）

春节期间本应该是快递公司

运营的高峰期，而恰恰在这个时候

顺丰玩起了涨价。其他快递公司

干脆冒着违背职业道德、社会责

任、政策法规的三重危险关门歇业。

于是有人指出春节期间运营成本上去

了，一些快递加收服务费以弥补成本，另一

些快递觉得划不来，那么只好暂时歇业

了。快递员也是人，风里来雨里去的，春节

多发节日加班费也是正常的。

这样的解释似乎也有道理。但问题的

关键在于，“节日服务费”可以用来弥补企

业的运营成本，但不一定是快递员的加班

费。快递员的加班费应该从企业的利润中

扣除，并不该转嫁给消费者。

笔者以为快递涨价或者歇业的根本原

因是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必须指出的是

城市服务业的主要人员来自外来务工人

员。一旦他们返乡过年了，城市该怎么

办？不光是快递行业，其他服务性行业也

有春节关门歇业的传统。但我们不能仅仅

把问题归结于传统习惯。平日里，这些外

来务工人员以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

力，成为国家人口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过年了，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以低廉的价

格来购买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力显然不是

长久之计。在粗放式经营方式下，不讲求

以待遇留人，以制度规范人，以文化感召

人，自认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到关键

时刻所有的问题就都暴露出来了。快递春

节危机只是一个缩影。

当然，争论加班费的问题也不是没有

必要。逢节假日就涨价，消费者显然不乐

意。不涨价就歇业，对消费者、对企业本

身、对劳动者也没有好处。不解决节假日

两三倍工资从哪里出的问题，就如同盲人

骑瞎马，这太难为人了，也太危险了。希望

国家能通过立法来解决过度依赖传统思维

的经济运行模式。 金戈/文 美堂/图

锐评Rrui ping

“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

枪，现在警察权威下降。”

——据参会人大代表朋友饭桌

言，广东人大会议中雷人代表崔峥嵘

说“百姓都是刁民”，说完其本人要求

在场媒体不报道。此后，来自广州团

人大代表刘伟全又一雷语称：需要立

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认为现在

警察权威下降。

“听朋友说中国的春运是世界上

短时间内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1个多

月时间运送十几亿人次，真令人吃

惊。不体验中国春运才是非好汉，就

真的白来中国一趟了。”

——今年25岁的胡志勇是中国海

洋大学管理学院的硕士生，作为一名外

籍留学生，他还没有见识过中国的春

运，这次他专门买了一张通往北京的动

车车票，想亲眼看看春运40天运送十

几亿人次究竟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你这只疯狂的母狗。你这只悲

哀的母狗！！！”Kim 则直截了当地回复

道：“我不是‘母狗’，我是Kim。”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离婚

案，一审僵持三个小时，因调解无效、

未出判决结果而进入举证阶段。李阳

妻子Kim通过微博曝光了李阳对她进

行辱骂的短信内容及截图。

快递春节涨价症结不仅在于节日加班费

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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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富背后的真问题
廖水南

近日，一名上海网友在微博上晒出

自己老公年终发放的各种提货券，食品

券，大赞“市政府真给力”，该微博瞬间引

起轩然大波，引发过10万网友围观，并被

网友人肉出真实姓名为“干琳娜”。（今日

本报16版）

引发轩然大波后，“提货姐”一方面

紧急删除微博，并称微博内容都是因“无

聊”才虚构的，另一方面则佯装天真，以

为只有部分朋友能看到，没想到网友反

应这么大。只是，这样的辟谣不仅没有

任何公信力可言，反而会助长人们的“反

面猜想”。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越来越

严密的社会监督正传递出一个简单而朴

实的道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当然，“提货姐”给我们的教训关键

还在于，在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之外，各行

政机关以单位福利名义下发的礼品卡、

提货单、代金券之类的“隐性腐败”也必

须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尤其是在年底

“突击花钱”的现实语境下，尤其要严肃

纪律明察秋毫。

不可否认，在太多负面事件的刺激

下，公众确实有些“习惯性猜疑”，但同时

也必须承认，在一个网络、手机、微博日

益盛行的年代里，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

被掩盖的事实。现在“提货姐”已然成为

公共事件，相关职能部门及时介入，澄清

事实真相或是处理相应责任人，就不可

或缺，也是职责所在，除非你不把民众当

回事儿，也不把政府公信力当回事儿。

而从根本上讲，要改变机关单位福利

优厚之怪现状，彻底堵住行政机关内部的

资金黑洞，一是各级人大机关要真正负起

责任来，替纳税人管好钱袋子；二是要建

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让每一项财政收入支

出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保障公众的知情

权、监督权、问责权落到实处。

离春节还有好几天，很多家庭都在

为过年做准备了，不少单位也被年文化

熏染得失去了“章法”，除了值班人员留

守，领导竟让制度好心地拐了一个弯，

“抓紧时间办年货吧”，那个有点顽皮的

成人表情告诉人们，人人心里都揣着一

个无法割舍的东西，街头的年味虽然变

淡了，心底的年味却非常浓烈。

年是需要传承、继承和推陈出新

的，比如磕头拜年变成了鞠躬拜年等，

上门拜年变成了短信拜年、QQ 拜年，

赋予古老年文化时尚和现代魅力，在网

络中，在鼠标中，在微博中，年味龙腾

虎 跃 ，越 来 越 浓 ，充 满 古 老 和 现 代 气

息。 雷泓霈

浓烈的年味亦在心底

春节笔会 公布基尼系数
到底有多难？

李继彦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许多家庭要

下馆子撮一顿是不可少的。因此，年夜

饭的价格、质量自然为市民所格外关

注。假如无良餐饮单位趁“年”打劫，自

然谈不上“欢乐、祥和”。因此，食药监

部门此时出手，很是及时。

春节临近直至年夜饭开罢期间，有

关部门往往放松监管，结果给不法分子

以可乘之机。一些无良餐饮单位已经

摸透了市民爱面子重友情的“脾气”，

以为在年夜饭里做点手脚也不至于引

起 太 大 的“ 麻 烦 ”。 于 是 一 不 做 二 不

休，好端端的年夜饭也就成了憋气饭

了。所以，食药监部门此时出手，很是

必要。 张国栋

年前监管“年夜饭”，此举甚好

我们应多些“过年心态”，学会包

容，学会妥协，学会平衡，学会“在迂回

中前进”、“在等待中发展”。就算是生

活中有诸多发展问题和发展烦恼，我

们也大可不必过于忧心、过分纠结，而

应该学会释然，淡然一笑，心态阳光一

点 ，将“ 难 题 ”和“ 不 足 ”当 做 前 行 动

力，而不是一味抱怨；就算是很多问题

暂时改变不了，我们可以从改变自己

做起，从容一点，在接纳中前进。“福

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嘛！具

有了这种“过年心态”，就算是现实改

变 不 大 ，自 身 改 变 和 调 整 了 ，生 活 质

量、发展动力，却能得到有效改善。保

持自身的愉悦、和谐和健康，才是对社

会发展最积极的建设和参与、最有力

量的关注和支持。

耿银平

请多些“过年心态”

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文化的发

展。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市民的

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其精

神文化生活水平也渴望被同步提高。然

而，现实是，由于没有健康文化的传播，

让一些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出现了低

俗。如“打麻将”、“斗地主”、“聚会喝酒”

几乎成了市民春节期间的最频繁、最固

定的“文娱生活”。这与时下精神文明建

设的要求格格不入。那么如何让市民的

春节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而精神富起来

呢？而今，为市民精心准备丰富多彩的

新春文化大餐，就是为市民送“春节精神

食粮”，让市民享受精神文化成果，无疑

值得称道。 易右南

期盼“精神食粮”多多益善

少拜钱，多拜年——新春佳节，一

年一度，亲友之间，邻里之间，师生之

间，同事之间，都应该借此机会“走动走

动”而互致问候。对此，年轻人给长者

“拜年”并非为了“讨钱”，可多一些“祝

福”，多一些“排忧”，多一些“解难”。

少喝酒，多交流——不一定“无酒

不成席”，也不是说春节不可以喝酒，而

是要少喝酒；因为酒喝得过多，不仅“伤

肝伤胃”，往往更“伤心”；春节，大家相

聚，适当吃好点也未尝不可。

少怨“冬”，多谋“春”——冬天里有

“风雪”，冬天里有“严寒”，冬天里有“上

学难”、“看病贵”和“房价贵”，冬天还有

“欧债危机”；但，“抱怨冬天”，于事无补；

而“明天，理想能飞多远”？“2012”，你我

他，“告别烦恼，携手奋斗”，言而统之

——“一年之计在于春”。 张轶水

国务院新闻办 17 日举行发布会，介

绍201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

局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会上表示，由于高

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

息，靠我们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而计算

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感觉

到偏低，所以就没有发布。（1月18日《新

京报》）

公开基尼系数早成国际惯例，算不

上什么秘密。可自从2000年国家统计局

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 0.412 之后，我们的

基尼系数便“养在深闺无人知”，而且长

达 12 年之久。基尼系数讳莫如深，原因

是多方面的，既有“不好统计”的技术问

题，亦有“不便公布”的各种顾虑。

高收入信息难获取，乍一看，是个

“不好统计”的技术问题，但仔细推敲，却

是一个伪命题。统计局不是审计局，更

不是反贪局，按照合法收入拿出真实数

据就足够了，至于统计结果与公众感受

吻合度如何，高收入者有多少“隐性收

入”、“灰色收入”乃至“不法收入”，则是

其他层面的社会问题。

俗话说，“丑媳妇不怕见婆婆”。任

何统计数据在公布之初都不可能尽善尽

美，有些瑕疵可以不断修正。只要数据

真实，只要不时常闹出“数据打架”的笑

话，公众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

春节“三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