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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国家旅游局：
部分旅游市场
有黑恶势力渗透

11 日 下 午 ，国 家 旅 游

局、公安部、工商总局三部门

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国

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会上

指出，目前各省市旅游综合

协调机制不完善，旅游市场

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相

当一部分地方旅游市场乱象

丛生，有的甚至有黑恶势力

渗透。”

高考报志愿5大误区
你中枪了吗？

①一门心思奔名校：

名 校 并 非 所 有 专 业 都 很

好；②志愿之间没梯度：对

于非平行志愿，名校、普通

学校要兼有；③不考虑兴

趣特长：会埋没孩子才能；

④ 照 搬 往 年 分 数 线 报 志

愿：分数线存在波动；⑤家

长包办：把决定权还给孩

子。 @人民日报

炒股这种事
还是自己来吧！

杭州赵大妈托小赖炒

股，本金 30 万。2013 年 1

月,赵大妈账户余额只剩下

3万元。赵大妈以死相逼小

赖还钱。小赖承诺:到 2015

年 2 月 1 日,若余额达不到

16 万元,剩下的差额由小赖

支付。到了日期，赵大妈账

户仍只有 2 万余元。于是

把小赖告上法庭。@钱江
晚报

企业土鸡滞销，政府不能乱倡议

REDIANLENGPING热点冷评

高校“严管网游”
不能“病急乱开药”
□张立美

学生必须删除个人电脑上的游戏，如果不

删，一旦被院方发现，将会没收电脑……长安大

学公路学院近日发布“严管网游”的通知，经网

友爆料、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广泛关注。（6月
11日《华商报》）

不可否认，当下确实有不少大学生对自己极

其不负责任，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荒废了学

业。面对这种状况，高校确实有必要严管大学生

玩网络游戏，不能让大学生在网络游戏中堕落，

这是高校应当承担的教育职责，也是帮助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必要措施。但是，这并不等于高校

就可以乱开药方，以不法手段“严管网游”。

众所周知，电脑属于大学生私人财产，任何

人都不能侵犯。即便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之

中，高校想帮助大学生走出网瘾，也无权卸载大

学生电脑中的网络游戏软件和没收大学生的电

脑，这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高校强制要求大学

生卸载电脑中的网络游戏软件，乃至没收大学生

的私人电脑，这是以所谓的教育职责凌驾于法律

之上，违反了依法治校的基本原则，是人治模

式，出发点虽好，但“药方”开错了。

□徐刚

近日，不断有读者向大河报反映，位

于卢氏县境内的一个景区打出雷人广告

语，套用“吃喝嫖赌”改成“吃喝漂睹”宣

传景区的经营活动。“用谐音来套用这种

不雅的话，这也太低俗了！”三门峡市民

刘先生说。（6月11日《大河报》）
在商言商，一个好的景区名字一般是

朗朗上口、比较高大上、便于游客记忆。

而“吃喝漂睹”让人想到了什么？毫无疑

问，对成人而言，马上联想到了“吃喝嫖

赌”。而网络检索，“吃喝漂睹嘉年华万人

烧烤漂流节”的景区宣传页，其中“吃喝”二

字对应该景区“吃烧烤、免费喝啤酒”的宣

传，“漂”对应为景区推出的“激情漂流”活动，“睹”则为看景区美景、烟火等。悲哀啊，一个好好的、堂堂

正正的风景区就这么活生生地被某些人糟蹋了。再说了，“吃喝嫖赌”这句俗语常比喻某些人不务正业

的不雅行为，但若将其谐音作为广告语难免不妥。这不是给景区加分，而是砸景区的招牌。

而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广告语有打擦边球之嫌，容易引起歧义，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并且

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其中第九条第七款明确规定，广告不得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

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以此观之，相关部门应责令其改正，若不改，可进行相关的处罚。

冒着违法之嫌，为了所谓的博眼球、搞出位、闹奇葩，这样既伤了自己，更伤了游客，进而污染

了社会环境，后果的确很严重。

拿“吃喝漂睹”当噱头
实在恶俗

SHI SHI LUAN DUN时事乱炖

□纪鹏

上海实施私车额度拍卖（俗称“车牌拍卖”）

11年了，近日上海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

起刑事案件，却曝光了几乎与上海“拍牌”相伴

始终的内外勾结、违法发放车牌的黑幕。“内鬼

车牌”高达 5000 张，前后长达十年，也就是说，

几乎自上海开始拍卖车牌之时，国税局里的蛀

虫就开始搞内外勾结的“内鬼车牌”。（6月11
日《新京报》）

5000张“内鬼车牌”涉案2.2亿，数目之大令

人咂舌。但暴露出来的漏洞，却谈不上太过高

明，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不过是行政机关之间

信息不联网、消息不对称，从而导致监管不力。

由此来看，加强制度细则的构建与内部人

员的监管十分必要。除此之外，更应该对“内鬼

车牌”进行事后追缴。乃至于，对购买车牌的人

进行法律追责。《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

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

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

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

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

用和自行处理。”由此从法理的角度来说，追缴

相关车牌是理所当然的。

5000张“内鬼车牌”
应追回撤销
□刘义杰

最近几天，在剑阁县，一条“县里土鸡滞销，要求广大干部职工购买”的消息引起关注。剑阁县

某学校的老师张华介绍，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他需要购买20只鸡，每只鸡的价格是60元。“大家都

是怨声载道，并不愿意购买。”而剑阁县宣传部的有关人员称，购买土鸡完全是自愿，剑阁县健康

畜禽产业发展推进办公室只是发出倡议。“钱不会给企业，由法院指定了专门账户，直接给农户。”

（6月11日《成都商报》）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负盈亏，这是常识。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如果再像过去一样大包大

揽，既不符合市场规律，也有越界之嫌。企业土鸡卖不出去，政府当然可以帮着找销路，但却不能

以红头文件乱发倡议。

四川剑阁主打“土鸡产业”，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这无可厚非。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可以

介入企业的生产经营，甚至干起卖土鸡的活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四川剑阁县的做法实际上是越

俎代庖，公权乱用。

政府部门的倡议尽管是倡议，可一落实到下面，很可能就会变成摊派。比如捐款的倡议，比

如买土鸡的倡议，这些倡议本身没有问题。可问题在于政府的倡议往往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和

权力身影，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政府倡议买土鸡，到了下面执行时就变成了分派任务，强制购买。

企业的事情应该交给企业来解决。政府在产业扶持上可以给政策、给优惠，但不能乱发类似

购买土鸡这样的倡议。换一个角度来讲，这种完全依靠本地人来购买土鸡的补救措施，实际上只

能解决得了一时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土鸡的销路问题。因为一个县的消费能力实在有限，而这

种内耗式的销售方式无法持续。

政府帮企业卖土鸡，这其实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即使是为了保护地方产业发展，也不能对

企业干预太多。客观而言，购买土鸡的倡议应该由企业发出，而不应该是由政府部门发出。简政

放权的大环境之下，政府不能再当企业的婆婆，啥都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