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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要“限薪”更要“尚德”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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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骗尝试”的笑话
也是一种现实的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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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伟德

一毛不拔 王恒/漫画

11日早上7点，随着火车慢慢靠近宁波火车站，一个由25岁初中毕业的陈某掌控的17

人诈骗团伙终于破灭。此时，躺在床上的老刘很是激动，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警方终于

给他报了一箭之仇，只是这代价有点肉痛，足足54万元。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被骗走7万

元的时候，老刘已经意识到对方有问题了。可他选择继续被骗，原因是：想看看骗子究竟能

骗走多少。（11月12日《钱江晚报》）
从常情常理来讲，识骗防骗当以减少风险，防止损失扩散作为规避原则。然而，“试骗

尝试”的反其道而行之，却未免让人感到哑然失笑，一方面源于如此做法过于反常，违背了

最基本的原理；另一方面则是试骗尝试有一种赌博心态，也是规避风险的大忌——把主动

权交给骗子的良心发现，以及通过涉案金额的累计，达到对公共管理部门的作为倒逼，是众

多方案中最不明智的选项。

然而抛开“不差钱”之下的奇怪想法，“干脆就赌一把”却有着某种不得已的隐情。现实

中“才这么点钱，公安应该不会管的”已成普遍现象，最终固化成一种公共认识。很多时候，

丢了一辆自行车，或者价值更高的摩托车，恐怕很难达到立案的标准，即便立案了公安部门

也不会放在心上，集中力量去进行查找，并产生了“什么时候国人也能享受VIP待遇”的纠

结，比如之前媒体报道，31岁的俄罗斯人谢尔盖，第一次来宁波谈业务，却因为马虎，把装着

护照的包给丢了。警方一查，原来是清洁工误把他的包当成垃圾，丢到垃圾桶了，在翻找了

四五吨垃圾后，终于找回了护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很多地方，外国友人的自行车掉了，当地警方体现出了极

高的破案效率，在短期内就做到了“物归原主”，也引起了失物之后没有回音的国人们的“羡

慕忌妒恨”。在屡屡报案无果之后，唯有将案值做大并扩大影响面，才会引起重视并促进事

态向好的方面发展。其实不光是失物的寻找，诈骗后的权利维护也如此。很多时候，隐患

在露出苗头时没有被重视，及至成为公共事件后，才获得了重视。假若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VIP待遇”，都能做到有报必查，查有必果的话，“试骗尝试”者也就不会心存侥幸，把希望寄

托于做大涉案金额，最后造成了“人多钱傻”式的笑话。

如果说“试骗尝试”是个冷笑话，那也是对现实的一种生动讽喻。一个人没有立即报警，

而是剑走偏锋“不走寻常路”，从某种意义讲也是对慢作为、不作为的一种抗诉。很显然，在这

种环境之下，每个人都没有嘲笑别人的资格，因为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被骗的那一个”。

涨价15倍再打折
有人管吗？
□吴杭民

在今年“双十一”活动中，低价仍

是各大电商的促销噱头。尽管各电

商平台三令五申严禁虚假折扣，但

“先涨后降”、虚抬专柜价现象依然存

在。杨先生说，他在“双十一”前收藏

了多款商品，有不少商品价格涨了又

落。海尔生活馆里的一款商品，在

“双十一”前一天价格从 69 元涨到了

200 元，“双十一”降回 69 元。另一家

店铺一款60多元的围巾涨到了900多

块，再降到 119 元。（11月12日《新京
报》）

有首歌叫《冲动的惩罚》，或许不

少“剁手族”这几天都会“沉浸”在这

种后悔之中。一则是可能买到了假

冒伪劣产品——在节前，质检总局曾

以“神秘买家”方式抽查的主流电商

502 个批次七类产品中，竟然有近三

成不合格！

买商品，一个是看质量，另一个

就是看价格。“双十一”，各家电商都

使出了浑身解数，当然最拿手的就

是价格战，打折、降价，不一而足。

可是，“双十一”里，一款 60 多元的

围巾涨到了 900 多块后再降到 119

元，这不是明显的价格欺诈吗？“价

格先涨后降”之类的伎俩，恐怕在这

个“双十一”，并不是极少的现象，记

者调查发现，多款商品在节前提高

了“原价”，然后再装模作样地号称

大优惠，而所谓优惠的价格，居然比

原价还高出不少！

在电商蓬勃发展的节点，质检

总局以“神秘买家”方式抽查主流电

商的商品质量，引来民众的不少叫

好声，也体现了监管部门与时俱进

的监管力度；那么，先涨后降的价格

问题，相关的主管部门想到管、去管

了吗？

涨价15倍再打折，有人管吗？“双

十一”其实是个很好的契机，有关部

门应加强对电商行业的监管力度，使

消费者不再是待宰的“羔羊”。

11 日，微信公共账

号“娱乐 on call”爆料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或将于 12 月出台“明星

限薪令”，对演员片酬进

行限制，此政策在总局

已进入内部征求意见阶

段。如今，一线明星拍

一部剧拿到几千万片酬

已 经 不 是 什 么 新 闻 。

（11月12日《华商报》）
歌星唱一首歌，出

场费几万、十几万的大有人在；影视明星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酬金几百万、上千万的不在

少数；明星做几秒钟的广告，代言费成百上千万的也比比皆是。明星收入畸高，不仅不利于

艺术生产，而且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可见，广电总局拟出台“明星限薪令”，将明星的片

酬等收入降低到一个合理的档次，尽量缩小普通劳动者与明星之间的收入差距，艺术就会

更繁荣，社会就会更公平。

必须正视的是，明星收入畸高，与一些明星道德失范，形成了极大反差。比如，一些明

星代言虚假广告，使消费者被虚假广告误导权益受损；又如，许多明星婚恋观出现偏差，毫

无家庭责任感，频频制造出桃色绯闻；特别是，明星已成为酒驾、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的

“高发人群”，甚至成为演艺界的一种“时尚”。殊不知，正是这种所谓的“时尚”，腐蚀着人们

的灵魂，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甚至破坏了核心价值体系。

因此，明星要“限薪”更要“尚德”。应制订演艺行业道德准则，要求从业人员严格律己，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标准，不能成为站在社会法律、公德和职

业道德监督之上的特殊群体和特权人。

如何避免老年人
患上“保健品痴迷症”
□苑广阔

最近几天，家住西安市太白南

路的彭先生遇到了一件烦心事，从

上个月开始，他的岳母苗大妈去听

了几次健康讲座后，开始钟情购买

一种号称“包治百病”的保健品，还

非要跟着这家保健品的销售员小

王去韩国旅游，遭到全家人的反对

后，苗大妈反而认为子女都不孝

顺，还不如小王对她好……（11月
12日新华网）

为人子女者，有此遭遇和苦恼

的，想必不仅仅是小彭一个人。实

际上，很多儿女面对痴迷于各种保

健品的父母，尽管自己明明知道这

些保健品没有什么用处，父母买来

服用完全是浪费钱，但担心自己如

果劝阻会让父母伤心，影响彼此之

间的亲情，所以也只能睁只眼闭只

眼算了。而儿女的这种微妙心理，

往往被一些商家所利用，更加肆无

忌惮地向老年人推销各种“包治百

病”的保健品。

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一些

老年人之所以痴迷于各种保健品，

是因为对自身健康的一种关注，这

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轻

易听信商家的宣传，认为保健品能

够包治百病，延年益寿，于是不管

价格多么昂贵，也不管是否适合自

身的体质和情况，就盲目买来服

用，那无疑是一种失去理性的表

现，不但会导致过犹不及的结果，

而且会浪费钱财，甚至是对身体有

害无益。

而在我看来，要想避免老年人

患上“保健品痴迷症”，起主要作用

的恰恰是老人的子女。很多老年

人之所以那么轻易地相信保健品

推销员的话，甚至觉得他们对自己

比儿女对自己还要好，还要关心，

其中就有老人的儿女疏于关心老

人心理活动和情感需要的结果。

老人从儿女这里得不到应有的关

心，精明的保健品推销员就“乘虚

而入”，极力和老人套近乎，关心他

们的饮食起居，结果很容易就俘获

了老人的心，进而对他们的话言听

计从。

鉴于此，儿女需要做的，一是加

强与老人的沟通和交流，多关心他

们的情感需要；二是可以在网络上、

电视上、报刊杂志上查找一些相关

案例，找到他们与案例中受害者的

相似之处，通过这些案例对老人进

行劝解，慢慢改变他们的认识。

女子竟以跳楼
逼公司预发工资去网购

尚女士月薪近四千，一半都花在

网购。11日，尚女士卡里的钱不足100

元，又很想网购，她向公司预支工资遭

到拒绝，就爬到8楼护栏上大声哭闹，

逼公司满足自己要求。温州民警好说

歹说，才将她救了回来，她将因扰乱公

共秩序而受到处罚。@云南信息报

教育部官员：
全国将建2万所足球学校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称，

全国计划建 2 万所足球特色学校，保

证每天一节足球课，每个学生学会踢

足球。按每校1000人计算，就有2000

万足球人口，每个学校 10 人参加比

赛，就有 20 万足球学习者，其中培养

10 万足球运动员。我们的足球还能

不进步吗？@重庆晨报

黄渤马云互相调侃：“咱俩长相都打了折扣”
11日，黄渤与马云相会在央视财经《对话》现场，谈笑风生。

马云赞黄渤会穿衣服：“我们长得差不多，但他(黄渤)穿得好看。”黄渤回敬说：“第一次

知道马云感觉很欣慰，世界上不止是只有我一个先天条件这么好的人在奋斗。”

住建部官员：“房价肯定是要涨的 ，楼市崩盘纯属天方夜谭”
11日,以“大人物、大梦想、大润城”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举行。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原主任陈淮等出席了本次活动。“说到房地产,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是房价涨不涨？房价肯定是要涨的。房地产会不会崩盘？这纯属天方夜谭。”陈淮的演讲

以一个设问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