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方便当地百姓长途出行，让居住在高速公
路服务区附近的居民免受奔波之苦，很多服务区都
开设了购票乘车的窗口。然而，这个原本便民的好事
却在青银高速的淄博服务区悄然变了味：客运车要
想在服务区搭载乘客，必须要交人头费。并且收费标
准随意而定，有时甚至只是看收取者的心情。按人头
收费，强行拦车，殴打司机，恐吓乘客，这些身穿工装
却不出示工作证件者到底是谁，当地运管部门却表
示不知情。（1月2日《法制晚报》）

最远者故乡，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开始，不少
高速服务区都挂出了这样的标语：让旅程更温馨。
然而，如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购票，却需要交纳票
价之外的“人头费”，且标准随时可能产生变化。
这般举动，让乘客和客车司机当做何感想？这般匪
夷所思近似抢劫的“人头费”，不仅让旅途失去了
温馨，甚至让人产生不满与愤怒。旅途尚未拥堵，
但人心已经“堵”在了路上。不过回望该起“人头
费”事件，更令人莫名惊诧的显然是另外一些细
节。

按照常识，任何面向大众的收费，都应该有法
律或政策的依据。招揽乘客给过往客车，并且收取
一定的“人头费”，明显属于违法收费。然而新闻
显示，客车司机告诉记者，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很久
了。过往的车辆只要从淄博服务区拉客，这些人就

要收取人头费。这不禁让人疑惑，一项不合规定的
收费，为什么能够延续多年？隐藏于其后的是司机
和乘客的软弱态度？还是某种特定因素的存在，让
“人头费”成为一种潜规则？

更令人莫名惊诧的，是当地运管部门的反应与
态度。当记者向淄博市运管处的工作人员展示了暗
访拍摄的视频后，运管处的工作人员十分肯定地告
诉记者：“不是我们的人！”淄博运管处的工作人员随
后表示，一定要进行调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
记者也没有接到淄博市运管处的任何答复。既然不
是运管处的工作人员，这些穿工装的收费人员，又到
底从何而来？既然表明要调查，调查结果为什么迟迟
不出？

尤其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这种乱收费行为，虽然
招致过往司机和乘客的普遍不满，却依旧能够延续

多年，这让人不得不怀疑，监管部门的视而不见，是
不是存在着某种利益的关联？这些人征收的费用究
竟归谁所有？这无不让人产生联想。倘若真如是，就
不仅仅是简单的乱收费行为，还关系到高速公路服
务区基本的秩序和管理问题。

高速服务区拦车、收费标准看心情、收费人员
身着工装却无人知道他们的来历……试问，一起高
速公路服务区“人头费”事件中，到底还有着多少
秘密？置于更大的范围内思考，发生在青银高速淄
博服务区内的“人头费”事件，是偶然的事件，还
是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的现象？治“堵”，不应该仅
仅在路上，还应关注民众的心理感受。淄博市运管
处至今三缄其口，但更高层级的职能部门对此却不
能再沉默。沉默只会制造更大的问号，流失更多的
公信力。

自今年1月1日起，济南大明湖景区（老区）向社
会免费开放。作为省会济南的“城中湖”，大明湖景
区终于免费了。许多人将大明湖景区免费开放与
杭州西湖的免费进行对比。有媒体刊发整版分析
文章，并著题《“西湖模式“在济南复制》，还列举了
多条济南与杭州的相似之处。（1月1日齐鲁壹点）

所谓“西湖模式”，是指浙江杭州从2002年国庆
假期开始，逐步免收西湖风景区的门票，通过其他
旅游产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弥补了门票减免所造
成的损失，而且带动了其他产业的迅猛发展。目
前，西湖免费开放十几年，杭州的境内外游客人次
数、旅游总收入都实现了倍增。有人对大明湖景区
能否复制“杭州的境内外游客人次数、旅游总收入
都实现了倍增”并不看好，其实，只从创收的角度
论复制的成败，是对“西湖模式”的片面理解。“西湖
模式”的真正意义，在于摒弃对“门票经济”的畸重，

“还湖于民”，这才是“西湖模式”的真谛，也是景区
本来属性的回归。

景区主要功能是让公众亲近自然、陶治性情、
锻炼身体。何况，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资源，景区
都属于公众，实行免费或门票优惠，有利于公众产
生对社会的归属和认同感。当然，在现阶段，景区
重视创收也无可厚非，但不能一味倚靠“门票经
济”。本来，旅游业包括吃、住、行、娱、购和交通6个
要素，舍弃门票的“小利”，让公众享受美景的同时，
适度发展旅游经济，才是正道。

“群友们，这是我家姑娘，正在参加才艺评选，
请大家帮忙投一票！”“各位兄弟姐妹，我爱人的单
位正进行优秀员工评选，请大家帮忙投一票！”

“亲，这是我的家乡，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评比，请
大家投出宝贵一票！”最近，很多网友吐槽，经常收
到朋友要求帮忙投票的链接，不胜其烦。（12月27日

《长沙晚报》）
如今，找关系拉票成了常事。如果将这个问题

放在答卷上，变成道德题，想必很多人都能获得满
分。可真到了现实社会中，结果却截然不同。这种
找关系的行为，不仅损害他人的利益，更会影响公
平生态，让一个单位和行业的创业土壤变质。建设
一个好的社会，需要的不是人的适应，而是人的坚
守。如果你讨厌人情社会，那自己就得先讲规矩。
扭转这样的社会弊病，需要一束束“光”，社会个体
都应该成为这光的组成部分。

日前，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
务印书馆、人民网主办的“汉语盘点2016”评选结
果揭晓，2016年度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和十大
网络用语等悉数出炉。揭晓仪式上，著名作家、文
化部原部长王蒙表示，特别反感“小鲜肉”、“颜值”
等网络词语。他的发言引起坊间热议。（1月2日《人
民日报》海外版）

随着近年来大批生动鲜活的网络热词不断
涌现，人们的语言生活也呈现出五光十色、婀娜
多姿的景象。不过，宛如一泻千里的大河，在色彩
斑斓的网络用语中，也存在泥沙俱下、良莠混杂
的情况，甚至出现诸如“尼玛”、“撕逼”之类格调低
下的粗鄙化网语。捍卫汉语言文化的使用文明，
需要人们对网络用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甄别
与规范。

作为人们沟通交流的表达工具，语言文字不
仅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也体现着一个民族的
情感和价值认同，更反映出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
步。这就需要我们的语言创新契合弘扬正能量、
传递真善美的价值理念和向上格调。亿万网民是
感知社会变化、擅于表达的敏感与智慧群体，他
们对网络用语的创意与贡献不可小觑，其中也体
现出汉语言本身的活力。但语言毕竟是具有严谨
性和逻辑性的文化生态，通俗不等于低俗，网络
用语的使用与传播也需要恪守一定的边界和底
线。

始于2006年的年度“汉语盘点”活动，迄今已

走过十一个年头。通过网友推荐、专家评议和网
络投票等的评选环节，不仅是要遴选出描述当年
特征、记录社会变迁的关键词汇，同时也不失为
对喧哗网语的甄别与会审。摒弃有碍观瞻、有失
文明、有伤风化的粗鄙用语，沉淀贴近民意、格调
高雅、富有生机的鲜活词汇，不仅可以对网民的
创新民族语言活动，产生矫正误区、把握方向的
引领效应，更可为书面语言、辞典内涵提供源源
不断的新鲜血液，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比如，今
年入选的“洪荒之力”和“定个小目标”，就透露出
一种乐观向上的文化心态。

低俗、粗鄙的网络词汇大行其道，不仅对汉
语的使用造成伤害，也大大拉低了当代社会的文
化品位。究其成因，一些媒体的把关不严与甄别
缺位恐难辞其咎。为了彰显“紧跟时代”、“贴近生
活”的接地气姿态，一些媒体不惜降低新闻的严
谨度和规范性，一味迎合潮流、猎奇追风，希冀用
网络流行语甚至粗俗语言搏击眼球、哗众取宠，
既损害了媒体品牌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质，也直
接冲击作为媒体立身之本的社会公信力。

媒体负有引领价值取向、净化语言生态的文
化使命，理当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和弘扬者。
这就要求其在使用和推广网络用语时，不能一味
奉行不事甄别的“拿来主义”，而是需要筑起防火
墙、加道过滤网，守好自己的阵地，履行责任担
当，切实为规避粗鄙网语的登堂入室当好“守门
人”。

作 者/ 唐春成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一家幼儿园对孩子们进
行“考核”，划分出三个等级，其中，小班学生获得一
等“奖学金”的“待遇”是，其家长在一次性预付中班
学费时可享受5000元优惠减免。部分家长质疑幼儿
园给孩子划等级是否合适，“奖学金”能否与“学费”
挂钩也引发网友热议。（1月2日《北京晨报》）

对孩子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成绩分出三个等
级，并按照等级颁发“奖学金”，“奖学金”与
学费挂钩，南京这家幼儿园，露出了一副唯利是
图的嘴脸。

在幼教阶段，给一些小朋友的脸上贴上“一二
三等”的等级标签，不仅让孩子和家长难以接受，
而且伤害了小朋友幼小的心灵。要知道，孩子们也
有人格和自尊心，而且就写在他们天真无邪的脸
上；一旦有孩子的脸上被贴上“三等生”标签，留给
孩子心中的阴影，将很难消除。而一些所谓的“三
等生”，无非是不爱学习，或顽皮、好动、贪玩；殊不
知，这正是孩子的一种天性，实在不该给他们贴上
任何标签。从幼教阶段开始，就给孩子分出个三六
九等来，并进行区别对待，既打破了“起跑线”上的
教育公平，又不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为此，应
加强对幼儿教育的“减负”管理，坚决向划分等级
的行为说“不。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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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俗但不能低俗
□ 张玉胜 幼儿“奖学金”背后

是唯利是图
□ 汪昌莲

愿更多景区

摒弃门票经济
□ 钱夙伟“人头费”里几多莫名惊诧

□ 王 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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