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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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日，国家旅游局公布
了首批“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
区”名单，1801家旅游景区成为首
批“信得过”景区。

根据报道，有关方面 2015 年
3月推出“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
区”活动，迄今为止，全国 30 个省
区市1801家旅游景区参与了此项
活动并签署了承诺书。而此次公
布的首批“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
景区”名单中，入选的景区也正好
是1801家。这或许可以说明，“价
格信得过景区”虽然看上去足够
亮眼，但说到底，似乎是一个只要
参与就见者有份的“猪肉奖”。

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制度
设计的问题。根据有关部门的规
定，景区只要自愿承诺相应的标
准和条件，比如全国实行一票制、
没有价格欺诈行为等，就会自动
成为“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
区”。换言之，这其实是一个零门
槛、缺乏外在约束和评价的评选。

问题显然在于，“价格信得
过”对于一家景区而言，是一种正
面且具有导向性的评价，怎么能
不经过任何形式的审核，只凭景
区的自我承诺，就可以由行政主
管部门授予？

一方面，行政主管部门有越

俎代庖的嫌疑。景区价格究竟信
得过还是信不过，公众才最有发
言权。

另一方面，公信力也难以得
到保障。首批入选的1801家景区
真的都“信得过”吗？有关方面考
核过几家？如果出现价格欺诈等
问题，这块“信得过”的招牌，会不
会变成自我打脸？以往公众对于
旅游景区意见最大、投诉最多的
就是价格问题，因此公众对这个
名单的质疑也可以理解。

有关部门推出此项活动，旨
在倡导和推动行业自律，从而提
升旅游行业形象，应该说立意不

错。只是对于处于高速发展过程
中，并且问题丛生的旅游行业来
说，缺的不是鼓励，而是督促，迫
切需要的不是自我标榜、刻意美
化自身形象，而是集体性的反思
与反省。

相比于官方版的“信得过”名
单，如果由民众发布一份“信不
过”名单，相信上榜者只多不少。
这大体可以说明，一家景区究竟
能否“信得过”，并不取决于景区
大门上悬挂着多少金字招牌，而
取决于民众的切身感受，这感受
来自于行业的自律，也来自于管
理的到位。

“价格信得过”名单是“见者有份”吗？

调侃：竞争对手偷的吧？

@天虾：竞争对手偷的吧？
结果就是公务员里贼越来越多。

@泥猜猜窝是谁：我要考第
二，就把第一的身份证偷了……

自问：我咋证明我是中国人？

@郑巍同学：不是可以办临
时身份证吗？

@小米椒-苎萝：我过年办
临时身份证，两个小时就拿到了。

@明明还想睡：户籍证明难
道也不行吗？

@二货好饿：我真怕哪天出
门要我证明我是中国人。我该
怎么办？怎么证明是好？

讥讽：要让你消失，总会有理由

@龙少的28号：拿着身份证
也没用！他说身份证上的照片和
你不是一个人，就不是一个人！

@岛上伯爵：如果你知道公

务员考试有多少黑幕顶包的事，
就不会对他们这样的“教条主
义”不屑了。

@未艾：一定要让两项第一
的人消失，总是有各种理由的。

@永驻的美丽：你没走门
子，你考得再好，总有一条不会
让你通过的。

批评：明明是考生自己的错

@善若流水：明明就是考生
自己疏忽，自己犯了错，自己就
该承担相应的代价。

@timeeo：责任在考生，谁
让你丢三落四？考生自己喊屈
没用，你知道自己是自己，但是
别人不知道，这个案例，按程序
办事没有错。

@杨鲜僧：不要总往什么证
明什么上扯，开个临时身份证那
么难吗？按规定执行这没问题，
法治精神就是有法必依，有法不
依回到人之常情了，那是进步还

是退步？

建议：具体事务，特事特办

@chenjy6904：制 度 是 死
的，人是活的，制度没人性，人也
没人性了吗？制度设计得不周
全，却要让考生遭殃，这也叫为
人民服务？

@独立玩家：具体事务，特
事特办。不能因循守旧。

@定朝大海：网上一查的事
儿！

@你的孤独0虽败犹荣：公
平？是挺公平，规矩是死的，人
是活的，所有的规矩只是为了更
好的约束管理，以后错过了人
才，就别再抱怨社会了！

思考：不合时宜的旧章程要改

@SecretCrush_：没有身份
证不能体检确实是照章办事，应
该批评的不是办事的人员，毕竟
人家没有理由帮你承担违规的

责任。要想想制定的规则为什
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护照、驾
照这些能代替身份证证明身份
的，是不是该考虑下。

@令狐v少侠：现在机关办
事都是这样，缺乏人性化，宁可
不办，也不错办，怕担责任。或许
这就是所说的照章办事吧？你能
说他错吗？不能！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政府机关这样吗？不希
望！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wjp小杰wjp：照章办事是
好事，没错。规章制度也该有。
规章制度不健全也可以理解，毕
竟任何制度都不是一下子完善
起来的。但明知道规章制度有
问题，也知道该怎么改进，就是
懒得去推动制度改革，就不对
了！

@乐普狮王安防：我赞成按
章办事，也赞成不断改革不合时
宜的旧章程。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身份证丢了，不能证明“自己是自己”

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第一被淘汰，冤不冤？

即使取消药品加成，但只要药厂和医院、医生之间的隐性利益输送还存在，以药养医问题就难以
根除。长期来看，改革的方向是按病种付费。短期来看，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应配套医保支付制度改
革，否则患者的就医成本仍会加重。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说

原以为随着何炅辞职，扰攘一
时的“何炅吃空饷”事件已画上句
号，没想到，其链式反应并未停止：
据媒体报道，爆料人、北外副教授乔
木称，他遭到众多网民辱骂、攻击和
人身威胁，手机、邮箱、微信、女儿照
片等个人隐私被网友公布，“私信收
了280页”。

乔木的“大义灭同仁”做法，收
获的本该是肯定、赞许，只因被举报
的对象是何炅，竟遭如此人肉。部
分何炅死忠屁股坐歪，搞诛心论或
臆断事实，咬定乔木就是污蔑就是

“借机炒作”，但粉丝身份不是法律
豁免牌，“炅迷”不应凭情感偏好、情
绪驱动，罔顾是非地对所谓举报者
搞网络围殴。

其实，遇到问题就迅速展开铺
地毯式人肉的现象，还真不少见，就
拿近段时间来说，成都女司机变道
遭暴打事件中的“人肉女司机风
潮”，乌鲁木齐男子护子打狗遭爱狗
人士“人肉”，都能看到挖坟式人肉
的大行其道。这类人肉的共通之处
就在于：自诩代表着正义。然而，

“人肉”本质上就是以侵犯他人隐私
为代价的网络私刑。

这无疑值得反思：经过了那么
多的分歧磨合、共识提炼后，舆论早
已将以暴易暴或制善的“人肉”定性
为恶，可为什么它总是借尸还魂？
公共空间，要经历多少次“误伤”才
能抵达成熟的节奏？

我认为，乔木该将“举报”进行
到底：有些晾晒其隐私、叫嚷着“殴
打你女儿、强奸你妻子”之类的言
语，已构成了侵权甚至侮辱罪。乔
木大可截取证据，及时报案将其提
交，维护自身权益，而不能由着那些
人肉者藏在马甲下泄私愤。

被人肉的“何炅爆料者”

北京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涉
嫌巨额受贿案已进入依法公开审
理阶段。不难发现，这又是一起典
型的“审批特权”腐败大案。宋建
国利用“京 A”车牌审批权力，形成
亲友腐败圈子，把本应秉公行使的
权力变成了腐败的魔棒。这类案
件一再警醒，权力公开是医治腐败
的一剂良药，让公开之光照耀公共
权力，才能使公共权力始终为公。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保留
必要的审批是管理之需，但是审批
权限无论落在哪个管理部门，哪个
管理岗位上，都绝非是用来交换
的，更不是要固化为哪个部门、哪
个岗位的特殊权力。当前，各地正
在进行权力清单建设，并予以公
开，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作为与
人民利益攸关的公共权力，必须要
让全社会知晓其有多少、在哪里、
如何用。像宋建国这样把审批当
特权、把权力当利益的腐败分子，
就是希望权力事项越朦胧越好，就
是要千方百计营造出“大权在握”
的神秘感，以此来满足耍权、弄权、
卖权的私欲。权力清单建设就是
要防止一些部门或个人把权力藏
着掖着，搞权力截留或权力隐身。

让“审批特权”见光死
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吴龙贵

据《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中山市2015年公务员考试中，笔试面试成绩均第一的肖振东，因身份证丢失，护照、户口簿原件等证明不了
自己是自己，体检时被视为放弃，直接淘汰出局。中山市人社局回应，此举是按章办事，确保对考生公平。网友问：户口簿原件为什么证明不
了自己？办个临时身份证不行吗？难道是“萝卜招聘”，一个萝卜一个坑？

□郭奔胜

□佘宗明
5月19日，国家质检总局

通知中国重汽集团济南豪沃
客车有限公司对部分存在多
项安全问题的黄河牌校车实
施召回。

记者调查发现，这批存
在缺陷的校车此前已经进入
市场销售两年时间，并且在
湖南、黑龙江等省频发安全
事故，而豪沃客车对此一直
坚称产品合格，在国家质检
总局介入后虽改口致歉但仍
强调存在问题属“个别”现
象。专家表示，这充分暴露
出我国校车质量监管存在迟
滞甚至缺位的问题，校车质
量管控体系亟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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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