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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2015 年 考 试 报 名 开 始 ——

中国音协音乐考级平顶山考区

考级专业：
钢琴、小提琴、电子琴、二胡、手风琴、琵琶、古筝、萨克斯、成人歌唱、
少儿歌唱、长笛、单簧管、小号、古典吉他、小军鼓、爵士鼓、扬琴、笛子

报名时间：5月7日—5月31日 联系电话：18337517899 7267685
报名地点：平顶山市第三高中（市建设路与新华区交叉口市雕向南50米路东

原神马帘子布厂子弟学校）

龙口——位于北纬37°，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气
温28℃，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这
里90岁以上老人超过1万人，快来龙口养老吧！

龙口——位于北纬37°，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气
温28℃，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这
里90岁以上老人超过1万人，快来龙口养老吧！

近年来，上大学网陆续发布三期
“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曝光了国内
210 所不具招生资格、没有办学资质、
涉嫌非法招生和网络诈骗的虚假大
学。

一个十分令人尴尬的数据是，去年
底，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援引美国大
学一项统计数据称，美国“野鸡大学”泛
滥成灾，而中国成为其最大的受害国，
美国的野鸡大学每年的学位证书 95%
给了中国人。从国际到国内，小说《围
城》中所虚构出来的“克莱登大学”被人
们嘲笑了近一个世纪，不仅没有销声匿
迹，反而呈欣欣向荣之势。

“野鸡大学”固然问题多多，但我不
太认同“受害”一说。一般来说，“野鸡
大学”很容易识别，比如学历明码标价，
3 天就可以拿到文凭……上大学拿文
凭跟到菜市场买菜似的，天下哪有这么
好的事情？所以说，在这场骗局中，压
根没有所谓的受害者，当事双方不过是

相互利用、互利互惠罢了。
正如许多评论者所说，“野鸡大学”

的泛滥与监管不力密不可分。在我国，
对于“野鸡大学”似乎还难以找到法律
定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未尽到应有
的监管之责。上大学网的“中国虚假大
学警示榜”早在去年就已经公布，但至
今未见教育部有何举措。

问题是，加强监管，就能让“野鸡大
学”消失吗？“野鸡大学”和街头各种办
假证的、私刻图章的没什么区别，就是
一“文凭加工厂”，只不过规模更大一
些。“野鸡大学”作假成本低，即便被取
缔，也随时可能换个名称从头再来，让
监管防不胜防；更重要的是，“野鸡大
学”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比如说教育部
门每年都会公布一些国外的“野鸡大
学”，但是不远万里奔赴这些“克莱登大
学”的中国学子仍然络终不绝。

需要反思的是，为何这些几乎什么
都没有，只有一张假文凭的“野鸡大学”

能够获得生存空间，并且队伍还在不断
壮大之中？原因恰在于这一张假文凭，
很多时候确实是有用的。近年来，包括

“打工皇帝”唐峻在内的不少公众人物
都相继被曝出学历造假。可见，上“野
鸡大学”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一个利
益取舍的问题。在一个有着“学历崇
拜”的社会，有一张大学文凭比没有要
好，哪怕是假的，甚至一张看上去“高大
上”的假文凭，也比一般院校的文凭更
有吸引力。

这就是社会浮躁的典型表现之一，
很多时候，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
面上的光鲜。你以为“野鸡大学”太坑
人，而事实上有些人心甘情愿地被坑，
还乐在其中，你说“3 天就可以拿到文
凭”的骗术太拙劣，但正契合了急功近
利的社会心理。仔细想一想，具有“野
鸡”特质的，何止这些被曝光的“野鸡大
学”？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15版）

“野鸡大学”泛滥的多重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

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货币政策
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
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个法尽管制
定于1995年，但仅就货币政策目
标来说，理念非常先进，比当前一
些学者鼓吹用货币放水来促进经
济增长的观念先进得多。道理很
好理解，币值稳定才能不扭曲价格
信号，不导致一些人借货币放水抢
走另一些人的财富，如此才能促进
经济增长。

——@凤凰财知道近日发文称

“市场就那么大，黑车抢，三轮
抢，专车又来抢，我们还有活路吗？”
洛阳数十名出租车司机，将快的打车
洛阳办事处围得水泄不通。之前，沈
阳数千名的哥因专车挤入市场而罢
运。一边是专车市场扩张，一边是
查封和抵制。分析人士称，专车和出
租车“互砸饭碗”。我们不仅要问：专
车真的是出租车的敌人吗？

疑惑：不比服务比脾气？

@生活就是逗乐：啥时候不拒
载、啥时候不拼车、啥时候不绕路，
再说专车的事好吗？

@Andon_lee1984：不比服务
比脾气？

@Mig21- 1993：最 终 他 们 会
发现，原来砸的是自己的碗！

建议：不如提高服务

@Baker007：市场经济需要同
情？商场如战场，还是想想如何提
高服务和减少成本吧。

@杜香 xiang：如果出租车市
场再做得好点，就不会有那么多人
去钻空子了。

@Myron小白：出租车公司要
变革，顾客的需求才是最主要的。

@柳华文：谁有权砸谁的饭
碗？的哥可以主张，这是你的权利，
但你没有围堵别人的权力。

批评：莫怪别人太优秀

@淡淡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做
得对！为了生存，一定要取缔洗衣
机市场，才能保护生产搓衣板的工
人；一定要取缔手机制造，才能保护
BP机产业的健康发展！

@along 中国：三轮车司机抗
议：一边出租车抢饭碗，一边公交车
抢饭碗！三轮司机哭着说：还让不
让活？

@媚竹风：集装箱刚出现的时
候，码头工人也这么抗议过。

@Martin宫：有竞争才会有进
步，可惜大部分人的思维都是不思
进取，到头来还怪别人比自己优秀。

坦言：市场竞争，适者生存

@打不败的小呆：有竞争才
好。难道要被你们垄断啊！

@潘松天津：市场竞争，适者
生存！提高服务质量才是关键点！

@沪上乡下人：关键是怎么让
市场规范起来，让大家都有饭吃！

总结：互联网是大势所趋

@我要法网：专车和出租车的
共同敌人是吃人的出租车管理体
制，是官僚集团和出租车利益集团，
包括吃出租车转包的那帮中间人。
市场和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是专车和
出租车平等竞争和解放的时机，而
不是两个弱者之间的残杀。

@一字眉头：互联网是大势所
趋，与大势斗无益。

@若望康涛：分享经济是新生
事物，与传统产业有冲突可以理解，
要正确引导，但先进最终会战胜传
统。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出租车VS专车
相煎何太急？

□吴龙贵

需要反思的
是，为何这些几
乎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张假文凭
的“野鸡大学”能
够 获 得 生 存 空
间，并且队伍还
在 不 断 壮 大 之
中？原因恰在于
这一张假文凭，
很多时候确实是
有用的。

“

”
@微言博议

近来，“奇葩证明”被曝光的很多，
“证明你妈是你妈”“我是我”“证明你父
亲没有非婚生子”等等，不一而足。除
了这些比较极端的给民众造成极大不
便的证明以外，还有些证明纯属繁文缛
节，或者因为部门利益一直没有砍掉。
正因为它们不够奇葩，其特点不够鲜
明，反而更值得讨论，以说明政府为什
么要简政放权。

近日，市民范女士欲申请廉租房补
贴，被告知要提供“无房证明”。这张花
费 20 元的“无房证明”仅寥寥数语，一
个公章而已。于是，范女士的问题来
了：国家两年前就叫停“利用查档收费”
了，为啥房管部门还在收？

晚报记者查询得知，财政部、国家
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一
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要求，自
2013年 8月 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
免征 33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其中恰好
就有“利用档案收费”这一项。那么，这
个“无房证明”到底属不属于被免征的

“利用档案收费”呢？市房管中心档案
馆负责人称，保管房屋登记档案，自然
会产生管理成本，这一块没有财政补

贴，只有通过向查询和索要证明者收取
费用来弥补。其依据是河南省发改委
2004 年发布的《关于规范城建档案馆
技术咨询服务收费（暂行）标准的有关
问题的通知》。而市发改委房产科负责
人则表示，房地产权“证明费”的收费许
可证今年已停办。但这是否意味着这
项收费已取消，该负责人语焉不详。

那么，“无房证明”属不属于“简政”
对象呢？

我们知道，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放
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据新华社5月14日
报道，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的决定》，标志着“非行政许可审
批”这一概念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华社
评论道：什么是非行政许可审批？多数百
姓搞不懂，就连设置这些审批项目的部门
也不一定清楚。但这个社会常识里的“冷
门”，却是公众问题遭遇的“热门”。从“证
明你妈是你妈”到“一岁孩子的无罪证
明”，居民和企业饱受折磨。而这些证明
和审查大多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有的依
据只是某部门的一纸通知。有些地方部
门发个“红头文件”，就额外增加一套审批
流程；出一套管理举措，就设立一个收费

或资格认证项目……
范女士遭遇的“无房证明”属不属

于国务院取消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诸位正好见仁见智。

事实上，国务院此次取消非行政许
可审批项目，也并非没有考虑实际需
求。对一部分确有需要的项目，国务院
将其转为“内部管理事项”，目的是让老
百姓和企业彻底与非行政许可审批脱
钩。不妨拿“无房证明”对国务院此规
定进行解读。范女士申请廉租房补贴，
按道理的确需要证明她是否有房。那
么，能否由廉租房的主管部门与房屋登
记主管部门实现“内部对接”，对申请人
的房产情况进行查询呢？这样的话，晚
报记者在市房管部门服务窗口前就看
不到办理“无房证明”的队伍了。

在简政放权这条路上，肯定存在或
快或慢的问题。譬如安徽已经运用互联
网思维，建立网上服务平台，打通便民服
务“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工作人员
轻点一下鼠标，老百姓就少跑很多冤枉
路。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这种服务
方式，要快点普及起来。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06版）

“无房证明”属不属于“简政”对象？
□雨来

据新华社 5
月 14日报道，国
务院印发《关于
取消非行政许可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标志着“非
行政许可审批”
这一概念正式退
出历史舞台。范
女士遭遇的“无
房证明”属不属
于国务院取消的

“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诸位正
好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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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要“价”
粗略统计，我国移动漫游费一

年收取上百亿元。近年来，手机用
户与通信运营商频频因高额漫游费
用发生纠纷。记者调查发现，一方
面，从技术层面来说，已收取20余
年的国内漫游费目前成本已“几乎
为零”，运营商却仍在收取；另一方
面，尽管运营商多次调降收费，但在
个别国家，中国旅客的漫游通话收
费标准仍动辄每分钟高达三四十
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