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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

上月底，为配合国家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应工信部要求，三大电信运营
商从8月1日起将取消京津冀手机漫游
费。法制晚报记者采访证实，三大运营
商均表示具体细则还有待公布，但免费
的大餐看来是跑不掉了。这吊足了大
家的胃口：京津冀尝到了头口水，是不
是就意味着全国免费的序幕也就此拉
开了？

人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京津
冀能免，那长三角行不行呢？长三角可
以，那么全国行不行呢？京津冀需要一
体化，长三角也同样需要一体化，京津
冀面临的问题，在长三角地区同样存
在。再进一步，如果每个相邻的区域都
能一体化，那么全国也就在事实上完成
了一体化。

所谓漫游费的合理性，虽然有关部
门、运营商反复强调，可是到今天，我们
依然不明白为什么必须收而且一收这
么多年。就隔了一条省界，也许两边的
百姓隔线相望，为什么就能区分出省与
省的不同。你也很难理解，我从一个省
的北端跨越千里打给南端，不需要收漫
游费，可是往隔壁、近在咫尺的另一个
省的人打个电话却需要收漫游费。这
岂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我们更应该
观察的是，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这种一体
化的进程？是客观原因不允许，还是人
为设置了障碍？对漫游费的质疑不能
说少了，但是又有谁来充分回应这种合
理性呢？

京津冀手机漫游费取消无疑是好
消息，当市场变革的动力不足时，由政
府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也不失为一
种办法。不管它迈向全国的步伐有多
艰难，都将撼动漫游费这块既得利益的
蛋糕。取消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取消才
是让人奇怪的事。只有由市场推动的
改变才是可持续性的，而我们的电信行
业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似乎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京津冀取消漫游费，
全国呢？

□陶短房

或许是人们等待得实在太久，自 7 月
29日法属留尼汪岛首次传出发现疑似波音
客机残骸的消息起，各种和2014年3月8日
马航MH370航班失联客机相关的传闻、推
理、断语和联想就层出不穷，几乎自第一批
信息传出起，“基本断定”“很有可能”“证据
清晰”之类词语，便不断出现在媒体。

现在看起来，有些媒体在留尼汪岛飞
机残骸报道上未免太“超前”了一些：7月29
日、30日即被传称“基本断定为波音777客
机残骸”的这些飞机残骸。实际上直到8月
1日，才由马来西亚交通部首次作出类似的

“初步判断”。至于它们是否属于 MH370，
虽然同样在7月29日、30日起就有许多“合
理推断”“证据报道”，这两天甚至出现了诸
如“残骸的证实将解开MH370几大不解之
谜”等阐发、演绎，但事实上迄今并无任何
足以证明残骸及其他发现物属于 MH370
航班客机及其乘员的确凿证据。相关科学
检验、鉴定甚至至今都尚未开始——法国

官方已宣布其起始日为8月5日，而得出结
论的日子尚待确定。

MH370自神秘失联至今已近一年半，
其间围绕这桩悬案的种种推想——从最质
朴到最不可思议的纷至沓来，不时折磨着
航空界人士、媒体人、遇难者家属及其同
胞，而信息的匮乏和线索的渺茫，则让这种
折磨日渐变成难耐的煎熬。毕竟，这是一
次导致239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空前灾
难；毕竟，这 239 人中有多达 153 名中国公
民。从这个角度看，舆论和民众出现一些
焦躁、“超前”的情绪、推想和言论，也是可
以理解的。

从目前各方披露的信息看，法属留尼
汪岛所发现的飞机残骸属于一架波音 777
客机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一旦这一
条被完全“锁定”，它们属于MH370的可能
性也将相应变大（因为迄今坠毁且未回收
残骸的波音 777 理论上仅 MH370 一架）。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其他发现物的堆积和
辨析，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收获和发现。倘
最终证据链闭合，果真可以确信残骸等属

于 MH370，距离这架客机失联、机上乘客
遇难真相的揭开，自然也就更近了一大步。

但必须看到，马方虽然称，那个襟副翼
已经被正式鉴定为一家波音 777飞机的一
部分，还说此结论不仅得到了法国当局的
证实，也得到了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美国
国家航空安全局(NTSB)、马来西亚团队的
证实。不过，相关调查小组均只有马方相
关机构组成，并无波音等参与，所以马方的
单方说法有待进一步验证。

由于洋流等的影响，留尼汪岛素以“拾
荒者海滩”著称，对所有真真假假的发现物
加以辨析梳理，是需要一些时间和投入的，
至少截至目前，尚没有一件决定性、排他性
的铁证曝光。

兹事体大，人命关天，MH370 客机失
联的真相，机上乘员、同胞的命运，都是我
们所关心的，但真相首贵乎一个“真”字，在
证据链闭锁、官方确凿消息传出前，公众也
好，媒体或媒体人也罢，恐都不得不先让想
象的翅膀稍等片刻——至少要等到 8 月 5
日正式启动的检验、调查“给个说法”。

MH370：耐心等待真相

□毛建国

又现周末“打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8月1日晚9时许发布消息，吉林省副省
长谷春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
组织调查。这是吉林省打下的第一只老
虎。谷春立到吉林工作仅仅两年，此前他
是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一下子跨省任职，
且从正厅级提拔到副部级。

舆论在对谷春立的关注中，不约而同
地聚焦他主政鞍山时的一段经历。谷春立
曾做过沈阳市长助理，并且主政过铁西
区。铁西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
基地，被称为“中国的鲁尔”。当时谷春立
有一个绰号叫“谷扒”。他主政鞍山后，大
刀阔斧推进城市建设，绰号也由原先的“谷
扒”演变为“谷大扒”。当地百姓甚至叫他

“一枝梅”，意思是“手一指房子就没了”。
从“谷大扒”“一枝梅”这样的绰号中，

大致可以看出谷春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着什么样的工作方式，在民间有着什么
样的评价。推远镜头不难看到，出现在取
景器里的“一枝梅”和“扒扒”不少。在已经
查处的官员中，有不少官员，特别是曾经主

政一方的官员，几乎在民间都有着类似的
绰号。谷春立、季建业、仇和……后面还可
以“空当接龙”上一大串的名字。以至有人
感慨，有几个曾经主政一方的出事官员，不
是“一枝梅”？

出现“一枝梅”，从根本上讲，可能源于
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绩观的问题。有些
官员认为“为官一任、匆匆几年”，城建更容
易出政绩、树形象，因此不约而同“磨刀霍
霍向城市”。有些地方“一个领导一个口
号”，这个领导向东走，那个领导向西走，再
来个领导向南走，原因就是想在几年任期
内大出政绩、快出政绩，捞到升官的“资
本”。二是利益观的问题。城市大拆大建
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利益寻租的过程。有
些官员与商人勾肩搭背，为官一任不仅带
着秘书，还要带着商人和工程队，在城市大
拆大建中迅速积累财富。

城市是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建设是面
向未来的必然选择。但城市建设必须既重
面子也重里子，既重现在也重未来。而“一
枝梅”们在“扒扒扒”的过程中，作风粗暴、
工作武断，不顾城市实际和百姓感受，他们
像蝗虫一样毁掉了城市的历史和未来。鉴

于“城建出政绩”和“城建肥水多”，人们不
能不担心，以后“一枝梅”会成为出事官员
的标配吗？

站在自律角度，官员应该端正政绩观，
自觉在法律框架下和百姓监督下工作。“政
去人声后，百姓闲谈时。”官员应该想到，党
纪国法之外还有民心民意，即便没有以权
谋私，可面对留下的烂摊子，又拿什么去面
对民间评价？站在他律角度，需要加大对
权力的约束，加强对规划的严格执行。只
有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把规划法落实
到位，充分听取百姓的意见，才能防止有些
官员“一言堂”，特别是权力寻租。应该建
立决策反馈制度，重大工程民意采纳制度，
对于百姓反响较大的工程，立即纠偏乃至
叫停。

人们希望有“一指没”，能够终结“一枝
梅”。这个“一指没”，指向的是精神的力量
和制度的力量，来自扎扎实实的精神“补
钙”和制度“扎笼”。事实早就证明，一张蓝
图绘到底，才能绘出一张最美蓝图；反之，
一任领导一个思路，只能半途而废、一事无
成。因此，别让“一枝梅”成为出事官员标
配，但愿“谷大扒”这样的绰号成为过去时。

吉林首虎如何沦为“谷大扒”
摘要┃谷春立、季建业、仇和……后面还可以“空当接龙”上一大串的名字。以至有人感慨，有几

个曾经主政一方的出事官员，不是“一枝梅”？

摘要┃迄今为止官方结论尚不能百分百锁定残骸必然属于MH370，对所有真真假假的发现物加
以辨析梳理，是需要一些时间和投入的。

□麦嘈

日前杭州某水上乐园举办的一场
水上相亲大会，引来互联网上骂声一
片。这场活动据称引来了 3 万多名单
身男女，相亲内容包括在一张近 20 米
的长桌上，摆放数十只金脸盆和洗面
奶，美女们将脸埋进“金盆”清洗，参加
素颜相亲，为找一个不是外貌协会的
真心人，彼此“坦诚相见”。此外主办
方还准备了男生为女生测胸围、水中
拔河、“深蹲公主抱”等游戏。

几乎可以想见，网上批评最集中
的意见是这样的活动不尊重并且物化
女性。比如“金盆洗脸”环节，组织者
号称是为了反对外貌协会，但活动的

“议程设置”聚焦于女性的脸和胸，还
是落入了按颜值和身段把女人分出三
六九等的窠臼。过去男女交往靠的是
红娘牵线、飞鸽传书。洗脸测胸，具体
针对的虽是网络时代各种“照骗”和 P
图的文化，但如此直奔“主题”，还是让
人瞠目结舌。

这让人想起西瓜摊小贩，总喜欢
在瓜皮上开个口子，熟还是不熟，一目
了然、童叟无欺。可是，找好姻缘不等
于卖西瓜，我们中国人含情脉脉、温婉
含蓄的传统去哪儿了？何况，测完之
后又如何，富豪征婚也兴测谎，满以为
对方情况“一手”掌控，就真能成其好
事吗？

求好姻缘，
岂能靠一个“测”字

在近日国新办举办的《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颁布实施
3 周年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
责人表示，我国无障碍设施建
设尽管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
存在着覆盖面不全、功能不完
善等问题。比如像城市盲道，
因为建设滞后、管理维护不到
位，或“断头不通”，或“看得见
却用不了”，使盲道成了社会盲
点，令人心忧。

新华社发

“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