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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天价鱼”更可怕的是“默认” □罗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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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新华社：热点信息发布
别搞“半夜鸡叫”

小汽车“限购”政

策晚间“空降”，热点新

闻事件调查进展发布

拖至半夜……近年来，

对于公众关注度较高

的热点信息，一些部门

和地方往往选择在深

夜发布，颇有“半夜鸡

叫”的味道。

当今社会信息传

播高度发达。政府通

过互联网等平台发布

信息，目的就是要充分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然

而，一些公共政策搞突

袭，让民众猝不及防。

“半夜鸡叫”式的新

闻发布，会让政府的公

信力大打折扣。越是群

众关注的焦点，越要尽

早发声，尽快发布。

高校发起
课堂不玩手机活动
一周淘汰一半人

重庆三峡学院发

起“坚持21天课堂不玩

手机”活动。参加者戴

印有“手机忍者”的手

环 ，上 课 玩 手 机 就 失

败。一周内，400 参与

者 坚 持 下 来 的 不 到

200。老师说：玩手机

时想想那些跑得比你

卖力、天赋还比你高的

牛人。 @人民日报

阅读是为了
遇见更好的自己

书乃人生成长的

精神食粮，片页之间足

以 驰 骋 古 今 、经 天 纬

地，常读之可以新知、

可以医愚、可以立德，

甚 至 可 以 平 治 天 下 。

不管志得意满还是穷

困潦倒，都能在书籍的

世界里摆脱世俗庸常、

凝望永恒哲理，找到人

生的意义。@人民日报

“人脸识别”治行人闯红灯值得推广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肖华

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是城市交通的一大顽

疾，易加剧拥堵、引发交通事故。为遏制这一乱

象，福州交警日前启用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记

录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以实时抓拍闯红灯的行

人、非机动车，还能自动识别违法人的身份等基本

信息。(4月20日《海峡都市报》)
乱闯红灯是不文明的行为，这虽然几乎每个人

都知道，但在实际中，很多人对此事明知不当为而为

之。前些年网上颇为流行一个“中国式过马路”的段

子，“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引起

了不少网友的共鸣。

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和一些人有从众心理有

关外，还和一些人有侥幸心理有关，认为自己闯红灯

不会发生交通事故，再加上我们一些技术的限制，一

些人闯了红灯，除非现场抓住，一旦离开了现场，要

去再找这个人，往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

福州交警部门此次推出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闯

红灯记录系统，就可以避免上述的不足。

“人脸识别”这是现代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

要减少行人闯红灯，不但要在提高识别上下功夫，

还要在提高惩处力度上下功夫。目前，行人闯红

灯，罚款10元；非机动车闯红灯，罚款20元。处罚

金额较低，难以达到震慑的目的，也是闯红灯屡禁

不止的原因之一。对此，可以将违纪者的情况发

送至其工作单位，或者曝光闯红灯违法者的照片。

也许有人认为这么做侵害了公民的隐私，

但是闯红灯乱象是在公共场合下拍摄的，另外，

一个人闯红灯也影响了交通安全，对这样的违

法和对公众安全有影响的行为曝光，是不是侵

犯个人隐私，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任何时候

公众的安全应该大于个人隐私权，或者说不能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权就可以不顾公众安全。

另外，我们还可以和信用联系起来，加大对闯红

灯的惩处力度。如有的地方对闯红灯的行人采取的

措施是，其报考驾照也会受到影响，第一次闯红灯的

行人，在参加科目二、三、四考试前，要参加一次由交

警驾管部门统一组织的教育学习，其驾考时间将被

延后3个月。

当然，很多行人闯红灯，是因为红灯设置不

合理。因此我们要重视行人过路的权利，减少

闯红灯现象的发生。

今年年初，哈尔滨398 元/斤的鳇鱼吓到了

江苏游客陈先生，结果闹出了沸沸扬扬的“天价

鱼”事件。但和桂林比起来，这条“天价鱼”弱爆

了。前天，桂林一家餐馆一条“鱼”竟要卖5000

元，算起来每斤卖1500元！(今日本报12版)
捞起鱼就摔，摔死后再来谈价钱，这不是强

买强卖是什么？退一步说，即使是事先告诉鱼

的价格，“菜市卖百把元/斤的娃娃鱼，一到餐馆

身价就变成 10 倍！”也是暴利，此种行为不正

当，理当受到制约。

然而，桂林市物价局负责人说，“只要有人

买，怎么定价格是餐馆的事，但所定的价格必须

要明码标价公示出来，让顾客在消费前做到心

里有数。”诚然，餐馆定价有其自主权，在不违反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利润，即使是定

得高些也无须指责，可是自主定价并非就可以

乱定价，允许“天价”。如果以事前告知就默认

为合理，那么餐馆岂不是可以视人而为，欺生宰

外，外地游客岂不成了唐僧肉。

其实，明码标价也不是过度无边，不能随心

所欲，在此方面有相对的法律规定，《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

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

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

条件。《价格法》也明确规定，经营者定价应当遵

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可见明码标

价是有前提，受到相应的约束。娃娃鱼身价增

10倍价格谈何合理，又有何公平所言？

诚然，明码标价是抵制欺诈行为的通常做

法，你标出的价格高，消费者可以另选它处，让

高价和“天价”没有市场，但是如果消费者没有

刻意的关注标价，先吃完后结账，岂不是让欺诈

行为得逞？尤其是外地游客初来乍到，岂不是

被狠宰一刀。退一步说即便是“天价鱼”价格过

高会受到抵制，但其性质也是扰乱市场价格的

行为，谁都可以明码标价为名乱标价，此种市场

将变得混乱。

其实，“天价”时不时的出现，问题的焦点不

在于定价者，而在于监督者。定价者是以特定

的消费者为目标，能宰则宰，即使大宰无须过

虑，有明码标价作后盾；而监督者却把明码标价

作为合法不合法的唯一鉴别标准，只看明码忽

略标价，如此默认，无疑为“天价鱼”撑起了保护

伞，这才是最为可怕的。

多少生命代价
才能驱赶家暴阴云？
□斯涵涵

陕西汉中 11 岁女孩雯 雯（化

名），清明节当天被打两小时后去

世。19 日，记者从汉中市汉台区检

察院了解到，因涉嫌虐待罪和故意

伤害罪，嫌疑人韩某已被批捕。据

办案检察官说，所有接触雯雯案件

的办案人员心中都一直有个疑惑，

那就是韩某为何对自己的亲生骨肉

下如此重手？（4月20日《华商报》）
尽管雯雯在老师和同学的眼

里 是 个 好 孩 子 ，成 绩 也 算 不 错 ，

还 曾 经 获 得 过 全 国 数 学 竞 赛 一

等 奖 ，但 在 父 亲 的 眼 里 ，女 儿 因

为长期和爷爷奶奶生活，养成了

很多坏习惯，他要利用父亲的权

力严加管教；尽管雯雯借宿的同

学及家长赶来说明情况，依然挡

不住父亲狠狠抽下去的树枝；尽

管学校和物业都劝阻过韩某，然

而每次他都表示不会再打孩子，

转身却依然故我……

此起悲剧中，学校和邻居都希

望尽力帮助孩子免受折磨，但家

门一关，法律和人伦温情都被隔

绝在外，无情、暴力且无知的父亲

把生活的不如意和自己过高的期

望强加于孩子，认为管教孩子是

自己的家务事，“严加管教”的理

由加上家长至高无上的威权，孩

子不敢声张丧失了尊严丧失了权

利，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而

只是一个任打任骂的受教育者，

而 当 家 暴 者 在 家 庭 这 个 特 定 的

“一方天地”里无法无天，为所欲

为，悲剧的发生只在迟早之间。

家暴是个不新鲜的话题，更是

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已于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人们普遍以为立法之

后，家暴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残酷

的事实告诉我们，远非如此。我们

不能止步于每起悲剧发生之后的

震惊与叹息，而要利用一切资源、

动员一切力量来防范与遏制家暴

犯罪。毕竟生命逝去无法挽回，如

何让法律充分发挥威力，为妇女儿

童等弱势群体构筑全方位安全屏

障，如何让家暴受害人摆脱陈腐观

念勇敢地站出来说“不”，是摆在全

社会面前的一道严峻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