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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国

近日，相声演员岳云鹏发布一条微博，
“在某机场吃面，一碗酱油面卖88块，想单点
一碗面，回答说必须点套餐，面的味道真的很
想落泪，吃完想擦擦嘴，问餐厅老板要餐巾
纸，说两块钱一张。特别心疼这个餐厅老板，
机场的房租应该特别贵。”还配了一张“酱油
面”的图，此举引发网友热议。

围绕“酱油面”出现了各种声音，有网友
指出岳云鹏所指的“某机场”是洛阳的北郊机
场。洛阳市发改委“经过一番调查”后回应，
当事人反映“必须点套餐、餐巾纸 2 元一张”
的情况不存在，针对该店菜品及部分商品明
码标价不规范的行为，检查人员当场要求其
立即进行整改，并按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予
1000元行政处罚。随后还有消息称，事涉商

家发文回怼：该降价的不是一碗面，也不是一
张纸，和你们的片酬相比，我们又算什么？

机场消费贵，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演
员刘晓庆曾在某机场点了一碗面、四碟小菜、
一杯饮料，面对 90 元的账单，她在微博上惊
呼：“记得上次是78元呀，又涨了？都说我是
不是把菜单拿反，数字看颠倒了……”从刘晓
庆到岳云鹏，机场“一碗面”故事有了各种版
本，就目前来看，并不排除还有续集的可能。

面对希望降价的眼神，商家始终无动于
衷，而抛出的理由不外乎两个字：成本。有人
透露，餐饮店铺租金与人工成本较高，一个普
通门面租金一般占整个经营成本的 15%-
20%，如果在机场开设门店，那么租金成本会
达到经营成本的30%以上，而运输、员工等其
他方面的成本也会相应上升。这或是事实，可
静止看成本并没有意义，最起码不能解释机场

内的洋快餐为何能保持相对不高的价格定位。
这几天其实还有一件与此相关的事情。

近日，天津航空官网发布公告称：自乘机日期
2018年10月28日(含)起，除尊享经济舱外，其
他经济舱旅客将不再享受免费餐食。其实，
早在天津航空之前，祥鹏航空、中国联合航
空、春秋航空、西部航空的经济舱均已不提供
免费餐食，但它们都是廉价航空公司，而天津
航空以前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它宣布经济舱
不提供免费餐食，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其他
航空公司会不会跟进呢？

航空公司取消“免费餐”原因也在成本。据
相关数据显示，天津航空2017年旅客运输量超
过1300万，以人均21.5元计算，此举可以为公
司每年省下至少2.8亿元。而天津航空的动作
还不止于此，他们已经将“免费餐”改为“定制
餐”。早有媒体报道，相较于传统的飞机餐，天

津航空提供的餐食展示更为丰富，有 8 种餐
食，售价均为37元。以前是支出，现在还有一
定利润，这一减一增带来的效益还真不少呢。

把“酱油面”与“免费餐”放在一起，是想说
明部分航空公司取消“免费餐”，其实已经让出
了一块市场。对于过去的机场餐饮来说，可能
由于受到飞机上有“免费餐”的影响，旅客的消
费需求并不是很强，但现在随着“免费餐”的取
消，这块消费需求已经溢出来了，如果机场“酱
油面”好吃不贵，就有可能承接到取消“免费
餐”后的溢出需求，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

“酱油面”与“免费餐”完成了一场飙戏。
本来取消“免费餐”给机场餐饮带来了机会，
可机场餐饮仍停留在过去的“舒适区”里，出
现问题之后只有各种解释。机场“酱油面”的
世界里只有一种颜色，永远想不到窗户外面
的五颜六色。

“酱油面”与“免费餐”完成了一场飙戏

“抄袭整改方案”的形式主义必须破除

本来取消“免费餐”给机场餐饮带来了机会，可机场餐饮仍停留在过去的“舒适区”里，出现问题之后只有各种解释。

□赵欧仁

“乱搭乱建全家短命”、“不出义务
工全家无祖宗”、“人畜不分居 又无子
孙又无妻”……日前，网友曝料，云南
省曲靖市富源县墨红镇补木村出现数
十条诅咒式标语。墨红镇政府和补木
村委会向记者表示，该标语虽用词不
妥，但出发点是好的，贴出不久即已撕
掉，并向村民作了解释。

据了解，这些标语是几个村干部
想出来的，原因是村里正在进行的人
居环境改善工作推进不力，一些村民
不仅不配合，还冷嘲热讽，村干部憋着
一肚子气，为了推进工作，就想出这么
个办法，找打字复印店做出来以后，贴
到了村干部的车上。

如此标语，果然招致了村民气愤
的回应，有村民表示，这是黑社会行
径，文明社会怎么能这么搞？应该说，
村民的这种愤怒回应是完全可以预料
到的，毕竟，如此诅咒标语只会激化矛
盾，让村民更加产生对立情绪，既对工
作不利，又激化干群矛盾，这样的出发
点是好是坏，实在让人糊涂。

相关当事人辩称，“该标语虽用词
不妥，但出发点是好的”。的确，开展
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是建设乡村文明的
重要构成，但用极不妥当的标语“诅
咒”村民的“祖宗”及“后代”，希望用
强刺激来唤起大家对该项工作的重
视及配合，本身就是一种不文明的行
为。警告、诅咒式的标语，折射出当
下农村基层治理的规则窘境和文明
困境。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诅咒式标语，
暴露出很多问题，说明村干部在工作
中存在蛮横作风或者说家长作风，表
现为态度强硬，一言九鼎，听到村民质
疑的声音，不是去沟通，去宣讲政策以
求得大家理解，而是标语刷墙，而且这
种做法由来已久，像以往类似“一人超
生，全家结扎”、“谁影响我发展一阵
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等，不胜枚
举。作为村干部，一言一行直接关系
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群众眼里，村干
部就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一些基层干
部以如此蛮横的标语来完成工作，标
语中蛮横是否也代表着实际工作中蛮
横？

当地很快就撕掉了标语，这固然
可喜，说明他们认识到错误，但是，其
内心深处的官本位思想，是否也已经
随之清除掉了呢？

诅咒式标语
暴露的问题

□西坡

近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北
省委、省政府进行督察整改“回头看”反馈。
督察发现，廊坊市固安、永清等县制定的整
改方案照抄照搬、敷衍应付；唐山市高新区
和芦台经济开发区整改方案除个别地名人
名外，其余内容完全一致，明显相互抄袭。

小学生抄作业会被老师批评。大学生
抄论文，严重者会被取消学位。那么整改方
案“抄作业”应该如何论处呢？抄袭整改报
告还不是一般的抄作业，而是第一次考试不
合格之后，抄袭补考答案。可谓一错再错，
责任感荡然无存。更令人惊奇的是，学生抄
作业被发现尚且会感到羞愧，有些官员抄袭
被发现后竟然还振振有词。

面对记者的提问，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直言：“我们是拿唐山的方
案套的，因为基层做工作，有的时候忙于具
体事务，各种督察、各种检查、各种现场巡
视，突然有领导要求往上报，有可能就在办

公室套一下。”
唐山市环保局高新区分局局长也很“坦

诚”：“哪有时间真正写一篇方案？很少有这
种时间。另外我们这些写文字的，也许从这
儿找点儿，从那儿挪点儿，就凑了这么一个
方案。”

两个地方的相关负责人不约而同地谈
到，照抄照搬整改方案是因为“人手少，时间
紧，水平低”。不能说他们说的都是假话，但
这反而暴露出问题更严重。其一，这肯定不
是第一次“套一下”了。其二，那些没有被发
现抄袭的整改报告，也可能只是空谈。

这使笔者想起近日江西广昌县发生的
一则奇闻。据媒体报道，在同一个会场上，
广昌县党史办党支部书记钟某和广昌县房
管局党组书记刘某的表态发言听上去几乎
一模一样。巡察人员顿觉事情蹊跷，当场叫
停了发言。事后发现，两人的表态发言都是
从网上照抄而来，碰巧抄重了。此外，广西
资溪县三名科级干部也因为在同一场合发
表“同款”发言稿而暴露。事后这三人交代

“以为表态发言材料只是在会上念一下罢
了”。

从这些案例可以发现，官员们抄袭文
字材料只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是他们认
为这些文字材料只是应付公事，没有实际
用处，一切都是空对空，没人在乎实际工
作。这种错误认识，导致公文套话敷衍，乱
象丛生。

报告“抄作业”确实是不负责任之举，但
抄袭背后的形式主义才是真问题。事实上，
在如今的环保高压之下，已经不存在可以搪
塞敷衍的空间，整改到不到位，也绝不是纸
面上看看那么简单，天上飘的、河里流的，种
种指标都难以掩盖。因此，尤其需要认真对
待，拿出纲领性、有可行性的方案。

整改报告也是个启示，不只是环保领
域，在各方面杜绝抄袭、破除形式主义，一
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开、透明，让纸
面上的话可检验、可复查。如果公众成为

“阅卷人”，谁又能逃得过这么多雪亮的眼
睛呢？

最近，网络社交平台出现“炫富挑战”，“一不小心”摔出了“全部家当”。深圳警方提醒：有些人“炫
富”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谋你的财富。 新华社发 王威 作幌子

不只是环保领域，在各方面杜绝抄袭、破除形式主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开、透明，
让纸面上的话可检验、可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