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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民证”：商业酱缸中冒出的气泡

星 雨

昨日，武汉市民刘

先生称：“景区号称要为

市民颁发‘凉民证’，创

意是谐音于日军侵略时

所发的‘良民证’。”（7

月11日《武汉晚报》）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 提道：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

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

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

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

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

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

酸发臭。”

笔者以为其一，过度的商业化成了

当代的酱缸，只要有利益可图，无论从这

个酱缸里捞出什么不堪之物都不要紧。

就如这凉民证，谐音“良民证”。虽然可

以理解为戏谑的举动，但看到良民证三

个字无疑使人联想到八年抗战。这无疑

是一个民族的劫难。虽然那个劫难已经

离我们很远了，但勿忘国耻四个字永远

不能成为酱缸底部的沉积物。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这样的祖训永远不能忘。

商业化的“凉民证”，就像漂浮在酱缸上

的几朵油污，虽然有可能为这恶搞的商

业策划带来些许收益，但永远改变不了

策划的本质。

其二，虽然当地政府极力撇清自身

与广告公司的关系，但广告照片上带有

“gov”后缀的网站域名赫然在目，众所周

知，“gov”三个字母是“government”的缩

写，是政府机关的固有域名。这太让人

失望。当地的旅游局犹如过度商业化中

的一根搅拌棍，搅动着发酸发臭的酱缸，

推波助澜之际，或许，翻滚的酱汁打了几

下饱嗝，能冒出几个气泡。而这几个气

泡无疑可以作为搅拌棍的功劳，但这搅

拌棍卖力的工作（搅拌）能够改变酱缸的

本质吗？笔者更希望政府部门这根搅拌

棍能够成为打破过度商业化这个大酱缸

的“千钧棒”，这是一地旅游管理部门的

职责所在。政府部门为了政绩病急乱投

医，以至于到了分不清“香馍馍”和“臭

酱”的地步，以至于将精力放在旁门左道

上，而忘记了提高景区质量，降低景区门

票这样显而易见的良策。

其三，从证件文化的调侃来看，凉民

证就是从网络恶搞文化中找到的灵感。

当然，恶搞并不全是坏事，这需要具体分

析。一个人从生到死必然有出生证、毕

业证、结婚证、房产证、死亡证明等等证

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凉民证横空出世

完全是证件文化使然。

8套校服，家长敢
“自愿”不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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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出国花费上百万”有多少用在考察上

“能捐的都捐了。”

——8日下午，一名13岁的女孩从

青岛市南区一座商务楼的 7 楼跳下身

亡。这个名叫孙正雯的女孩自杀前留下

三页遗书，称因为不堪忍受父母长期的

家暴，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女孩还

留有一页遗嘱，希望死后捐献遗体。

收“自然水费”是客观因素造成的，

当地多种水稻，灌溉用水需求大。

——2008年 5月起，河南固始县黎

集镇就开始征收一种奇怪的水费。当地

政府的说法是“自然水费”，该县水利局

副局长葛昆是这样解释的。

日前，媒体曝光北京一七一中学初中

生要买 8 套校服，总价 920 元。学校负责

人解释说，这 8 套校服分别适合春、夏、

秋、冬穿着。（新京报11日报道）

校服对学生来说只是驱寒保暖的衣

服，但对学校来说，那可能就是“校服经济

学”了。学校从学生家长手里拿的920元

钱，是校服的成本价格吗？学校每年都要

向服装厂订购大量校服，可以说是一个大

客户了，会不会有优惠？服装厂和大客户

的学校之间有频繁的经济往来，他们之间

会不会有利益输送？甚至会不会双方“合

作”挣学生的钱？由于缺乏外在监督，这

些猜测无法不攻自破。

其实，对身着统一样式校服的学生进

行“制服化”管理，不仅是学校的一厢情

愿，同样也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认同。家

长担心孩子一旦不穿校服就会显得“不合

群”，而校方负责人也宣称，“目前学校从

未出现过不买或者选择性购买的情况”。

家长质疑学校要求学生“自愿”购买多套

校服，只是针对校服套数的多和少以及

920元钱的值不值，所以，真到了掏钱买校

服的时候，家长也会不甘人后。

学校之所以敢要求学生家长“自愿”

购买多套校服，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底

气。现在教育资源紧缺不仅体现在老少

边穷地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教

育资源也极度不平衡，小学生想上一个普

通初中就很难，那些稍微有点特色和名气

的中学，多少人排队等着上呢。这时，校

方仅要求入校的学生多掏920元钱，与连

名额都抢不上相比，学校哪里是中饱私

囊，简直是“学雷锋”。

近日，广州市城管局回应“一年出国花费

上百万”质疑，称开支严格按照经费预算。涉

事出国考察人员也在微博上公布考察报告，

晒出报告后，有不少网民质疑报告中基本信

息多，不少是“网上百度来的”，并质疑出国考

察的效果。（7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为了证明“一年出国花费上百万”确实

是用于考察，广州市城管局行政执法处工

作人员窦勇以“城管小窦”的微博，晒出了

自己此前在香港考察的报告《香港的“城

管”与小贩》。但有不少网民质疑报告中基

本信息多，不少是“网上百度来的”。

其实，对于其中行程安排的公开透明，

防止有任何的“顺道”旅游，乃至确保所有

的时间、精力，以及经费都用于考察学习，

尤为关键。

也因此，广州市城管局现在需要列出

的，是每次出国的行程安排。显然，如果行

程安排“晒”得上台面，换言之，其中并无多

少的公款旅游项目，那么，剩下的问题是，

这样的考察学习是否物有所值。如果连考

察报告都是“网上百度来的”，这样的考察

显然应该追究，但这与公款旅游，又是另一

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