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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出租车经常会碰到这种
现象：司机不是毫无条件地让
你上车，而是先问你去哪儿。

去哪儿？师傅想去的地方
就拉你，不想去的地方要么一
句“不去”，要么一句“交接车”，
然后就飞驰而去。而且越是在
高峰期，越是遇到恶劣天气，这
种情况就越多。我家孩子小的
时候，下雨天老妈总是叮嘱一
句：“别骑车了，打车吧！”可理
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牵着孩
子的手，在雨中一再被拒载，那
种感觉真是凄风苦雨。

拒载，是指空车待租状态
下，出租车驾驶员在得知乘客
去向后，拒绝提供服务的行为；
或者出租汽车驾驶员未按承诺

提供电召服务的行为。根据
《河南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
一条之规定，应由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200元
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从法
制和行业规范角度来讲，拒载
就是触及“高压线”。

沉默是对出租车拒载现象
的纵容。面对司机挑路、挑人，
无故被拒，我们最好的办法就
是记下车牌号，及时打电话
12328投诉，让那些心存侥幸、
以为能逃脱处罚的司机受到处
罚。我们不沉默，不但维护自
己的权利，也是在维护出租车
行业的秩序，某种程度上也保
护了出租车司机自身的利益。

（懂得）

被拒载，不要选择沉默

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今年
前两个月，我市交通运输投诉
竟然超过 90%是针对出租车
的。

其实这几年，“的哥”也是
牢骚满腹。与管理部门的“恩
怨”未了，网约车就嘀嘀上路，
载着“新仇”来了。“的哥”和网
约车司机也是相互吐槽，乘客
左右为难，只好顺着安慰几
句。去年以来，网约车出了几
件大事，导致顺风车被迫下线，

“的哥”们弹冠相庆，觉得总算
出了一口恶气。然而，“的哥”
要是弄清其中的道理，恐怕就
高兴不起来了。

网约车乃大势所趋，管理
部门名为管理实为掣肘的举
措，改变不了网约车的滔滔大
势。在各地陆续出台网约车的
各种细则后，依然有主流媒体
呼吁松绑，满足市场需求。在
这种情况下，网约车顺应要求，
作出的每一次整改，其实都是
将出租车挤出市场。网约车错
了，但它在改、在进步、在发展，

于是它的市场就会扩大，出租
车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

至于此次被投诉的甩客、
绕道、违规收费、不规范使用计
价器等，都是出租车的老问题
了，一点也不新鲜。网约车早
就磨刀霍霍了，出租车自己还
在制造矛盾，自己都不争气，能
怪谁呢？

我在一个出租车群里还看
到一种现象，我称之为一种奇
怪的思维。在网约车围追堵
截、自己又屡屡制造问题的情
况下，有“的哥”还在向管理部
门要政策：涨价。理由似乎很
充分，就是与其他物价做相对
比较。譬如，以前胡辣汤多少
钱一碗？现在多少钱一碗？还
有烧饼……但出租车起步价一
直没变。

我只想告诉这位“的哥”一
个经济学常识：价格由供求关
系决定。反之，价格决定消费
数量。在平顶山这样的小城，
你把出租车起步价涨到 10 块
钱试试？ （雨来）

“的哥”自己也要争气

根据市交通运输局的数据
推算，今年前两个月，市民对出
租车的投诉至少有738起。根
据常理，肯定还有能忍就忍的
群体，因此，出租车的毛病不算
少。而市民集中投诉的有绕
道、甩客、拼车……我就说说拼
车吧。

不知从何时起，拼车成了
常态。最初，出租车司机还会
征求下乘客的意见，得到允许
了再拼，并会适当给乘客一些
优惠，现在不了，大多司机想怎
么拼就怎么拼，几乎拿乘客当
空气。目前，在多个省份关于
拼车的法规中，仅提到“必须经
过乘客同意”，并无更多细则。
但就是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很

多司机也做不到。
其实，拼车不是什么大事

儿，只要不是在特殊时间，大多
乘客对拼车并无意见，而且也
乐得司机多拉一个活，但正因
为长期的默许，造成了司机师
傅们不征求意见的习惯。甚
至，有的并不太顺路，乘客也只
好听之任之了。

不得不承认，拼车有效利
用了公共资源，在道路交通越
来越拥挤的今天，是一种科学
环保的出行方式，甚至应该值
得提倡。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拼
车，才能保障乘客和司机双方
的合法利益？管理部门不但要
制定相关细则，而且要监督执
行。 （生鱼片）

拼车要规范，有了规范要执行

今年1-2月，市交通运输局受理交通运输投诉820起，关于市
区出租车的投诉数量超过了90%，主要集中在出租车违规收费、
拼客、甩客、绕道、不规范使用计价器、不提供乘车发票等方面。
市交通运输执法局约谈了几家出租车公司，要求其正视问题，着
手整改。 （相关报道见昨天A3版）

出租车被投诉这么多
什么仇什么怨？

□宋金波

一个穿着破烂且满身污垢、头
发打结的流浪老者，这几天火遍视
频平台。因为经常蹲在地铁里和路
灯下看《尚书》《论语》等书籍，说出
来的话颇具文采与思辨性，他遂被
一些人冠以“流浪大师”的称号。

媒体多方调查核实，“大师”真
名叫沈巍，上海人，流浪26年，曾是
上海某区审计局公务员。上海相关
部门向媒体证实，沈巍系上海市某
区审计局长期病假员工，26年来，
薪酬按相关标准正常发放。

很多人都在把沈先生比作《天
龙八部》里的扫地僧——那个神一
样的存在。

一位搞学术的朋友看过相关视
频，在朋友圈里一本正经地说：文学
有天才，学术没天才，所以这位沈先
生的学问，肯定达不到所谓“大师”
级别，云云。

这位朋友是不是有些无趣？你
觉得那些在沈先生视频下留言赞叹
大师的，曾经真欣赏过“大师”的作
品吗？有辨别“大师”思想水准的能
力吗？

恕我直言，以我日常经验判断，

沈先生精神方面似乎有问题。
这个世界真有很多人相信、热

爱传奇，比如有人一直在寻找民间
能打败现代搏击的武术大师，但追
逐沈先生的人不在此列。

他们更在意的是沈先生“境遇”
与“表达”的强烈反差。这个世界上
的人大概都有些扫地僧情结。一个
穿着破烂的流浪汉，哪怕是表现出
一点与众不同的特质，人们就极容
易向他投以夹杂着暧昧的赞赏眼
光。平日里人们看到的那些入门书
籍，听到的朴素道理，如果从一名流
浪汉口中说出来，就显得闪闪发光。

对“流浪大师”的围观，只是一
种猎奇，也连接着流量背后的野心
——对传奇的追逐能让自己获利多
少。

这是移动互联社交时代的标志

性行为。
在相关新闻中所见的多数“追

逐”，都看不到多少美好的关键词，
比如“同情”“尊重”“正视”，更多的
是轻浮的嬉笑与戏耍。

沈先生“读书”，他们“读”沈先
生。

在这个事件中，如果既不涉及
对他个人的救助，也不涉及比如他
原单位的管理这种公共议题，能够
做到对沈先生的生活状态保持某种
尊重，不美化、不拔高，是第一位的。

我不觉得沈先生的“无拘束”是
“自由”状态，至少不是很多人用以
浇自家块垒的“自由”。但客观上，
他的生命状态，确实是独一无二
的。那些消遣及追逐，则将不可避
免地破坏他已经获得某种平衡的生
命状态，破坏这种“独一无二”。

还好，他们很快都会散的。
有时我很希望沈先生能像《水

浒》里的郑屠那样，对追逐者恶声恶
气来一句：“你们却不是特地来消遣
我？”

谅那些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回
他：“我们不是消遣你，是特地来消
费你的。”

（相关报道见A15版）

“流浪大师”走红：
人们爱消遣，但并不爱沈先生

□陈禹潜

一场关于“要不要学英语”的辩
论登上了热搜。网友花千芳发微博
称“英语是一种废物技能”，适用面
很窄，全民学英语是极大的浪费。
王思聪怒怼其没有出过国，称“尽管
出国可以用翻译软件，但这些软件
并不能翻译出文化”。

唇枪舌剑间，再次将一个容易
引发口水战的话题拉到了公共讨论
空间：今天，我们还要不要学英语？

只要上过学的人，几乎都有学
英语的共同记忆。无数个不眠之夜
的挑灯夜战，拿着单词书徘徊默记
抓耳挠腮。很多人学了十几年英
语，依然不具备基本交谈的能力。
步入社会后，不少人也发现少有机
会用到英语。似乎，我们曾花大力
气学英语，价值并不大。所以，“英
语无用论”的说法也很常见。2017
年，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建议“高考
取消英语科目，把中小学生的英语
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引发热议。

纯粹从效用来评判英语的作
用，本身就落入了功利的陷阱。在

学习中，很多的学科并不能简单从
功能性来考量，毕竟大部分学科在
工作之后都不会成为安身立命的本
钱。除了英语在工作上少有人用
到，物理、数学、美术等学科在生活
中的适用面更小，但这些学科也是
锻炼逻辑思维，培养审美能力的必
要学科。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

“隐性红利”，而英语的作用，就是提
供了一扇窗口，可以一观世界，体味
时代。

于个人，英语是促进职业发展
的必备技能。英语在几十个国家是
官方语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讲
英语，英语是商业上最普遍使用的
语言；同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
会科学，权威著作大部分由英文著

成或者是有清晰的英语译本。所
以，大部分职业想要做到“高精尖”
都离不开英语，个人职业发展也难
绕过这门语言。

我不认同花千芳“英语只是‘部
分所谓精英’需要的技能”的言论。
中国大学生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社
会对人才供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从未来趋势看，英语不再是大部分
人都不需要用到的语言，而将成为
越来越多人需要接触和使用的实用
工具。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
要了解中国。“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是国家自我表达的前进方向，想要
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更加需要
把英语学好。就如一位网友所评论
的：“今天学好英语，才能让明天更
多的人了解汉语。”

英语提供了一扇窗户，个人和
国家都可以放眼看世界。有没有
出过国，只是个人的财力问题，但
是学习英语却是对每个人都有裨
益的事。读懂时代，从读懂语言开
始；了解世界，也可以从学习英语
开始。

出没出过国，都需要学好英语

”

对“流浪大师”的围观，
只是一种猎奇，也连接着流
量背后的野心——对传奇的
追逐能让自己获利多少。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
“隐性红利”，而英语的作用，
就是提供了一扇窗口，可以
一观世界，体味时代。

”

一套照片成为多套房
源共用的“实景”、相同房
源价格相差数十万元、10
个房源半数是假的……一
些房产中介通过发布虚假
房源、伪造房屋交易价格
等方式，诱导购房者、租房
者上钩。记者调查发现，
房产中介发布虚假信息的
现象在许多房产信息平台
上存在，扰乱了房地产交
易市场秩序，亟待加强规
范管理。 新华社发

房源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