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倒计时，一些地方的“高考房”价格翻
倍。有记者调查发现，城市考点附近的酒店不仅
房源紧张，而且价格普遍都涨了，临时涨几百元
的并不少见，甚至有个别“高考房”被炒到了两
三千元一晚。

高考期间，一些考生或因家离考场较远，或
为避免耽误在路途上，或为防止交通不便延误考
试时间，或为了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选择在考

场附近的宾馆入住。那些专门为高考考生休息备
考提供的宾馆房间，就是所谓的“高考房”。在
我国，宾馆酒店借助地理优势推出高考房，已有
十多年时间了。年复一年，现在选择高考房的考
生和家长越来越多，而不少家长抱着“一辈子就
这一次，该花的钱还是得花”的想法，不管多贵
也要为孩子订上条件好一些的“高考房”，“高
考房”也变得越来越抢手。

应当看到，市场需求是决定商品价格的一个
重要因素。面对舍得大把掏钱的考生家庭的“刚
需”，面对供不应求的“高考房”市场，一些宾
馆酒店适度地给“高考房”涨一些价格，并非不
可。况且，只要是合法经营，商家“蹭高考热
点”，多挣一点钱，也无可厚非。但是，宾馆酒
店涨价并不能随心所欲，也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决

定的。我国的《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规定》规定，“生产成本或进货成本没有发
生明显变化，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大幅度提高价
格的，属于价格违法行为”。因此，“高考房”
价格不能涨得离谱，否则就可能触碰到法律红
线，受到相应惩处。同时，个别酒店不承认消费
者之前通过电商约定的优惠价格，单方面取消订
单，取消后再以高价出售，或者坐地起价、强制
七日起订等行为，也属于明显价格违法行为。对
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管，及时出手，依法维
护好“高考房”的市场秩序。

“高考房”的经营者，要遵守价格法，也要
讲点商业道德。高考是一个孩子乃至一个家庭的
大事，商家凭借地理位置优势乘机涨价，有“趁
火打劫”之嫌，吃相很难看。君子爱财，当取之

有道。中国古代就有经商要“合义取利”的要
求。无数事实也表明，缺乏道德自律的经营行
为，不会走得太远；缺乏商业伦理的企业，不会
令人尊重。在火热的高考季，商家不仅要闻到高
考经济的金钱味道，更要聆听商业道德的声音。

当然，家长也要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攀比，
切莫盲目跟风追捧“高考房”。凡事都有两面
性。高考房既有助于减少路途劳顿、安静备考，
也可能给考生的心理造成新的压力。笔者一位同
事的孩子，当年参加高考时，就是因为不适应
“高考房”新环境而失眠，变得极为焦虑，导致
发挥失常，家长十分懊恼。因此，对于“高考
房”，还是要以平常心来面对，从考生的实际情
况出发为好。毕竟，“高考房”并不是高考成绩
的决定性因素。

江苏宿迁的刘先生到朋友家玩，朋友8岁的孩
子闹着要玩游戏，随后刘先生把手机给了孩子，结
果孩子却点开了微信钱包里的公益，将刘先生卡
上的1 . 7万元捐出。刘先生证实此事，并称捐款过程
中没有要求输入支付密码或验证码。扶贫基金会
回应称，捐款已在6月2日退回并得到了刘先生确
认。（6月5日《北京青年报》）

“玩手机误捐1 . 7万元”事件引起舆论关注。令
人感到不解的是，公益捐款居然连支付密码都没
有，就把钱捐出去了。现在经过申诉、协商，扶贫基
金会已将钱退回，误捐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但问题
并未解决，误捐技术漏洞还存在着。

从媒体调查的情况看，公益捐款流程存在差
异性，使用苹果手机捐款不需输入密码，也没有要
求填验证码的环节，而安卓系统的手机则需要输
入支付密码。本次误捐事件，用户使用的就是苹果
手机，可见操作系统与微信平台在支付跳转环节，
存在一定的技术或流程漏洞。使用苹果手机捐款
时，系统会自动默认“公益捐款免验证密码”，得以
避开密码验证环节，将用户资金直接划走，显然这
就是捐款环节的技术漏洞。

目前手机支付已经得到普遍应用，包括游戏、
网购、公益等都可以通过手机支付，但由此引发的
麻烦也不少。显然，有必要统一手机支付标准，明
确支付超过一定金额、频次时，要进行密码验证、
二次验证、短信提示、语音提示等，以维护用户的
合法权益、保障财产安全。

办公室里的浪费有多严重？据新华社报道，以
一支不起眼的笔为例，每年约有45亿支笔到消费
者手中，相当于全国每人一年消费3支多。

很多小事经不起“算账”，办公室里的种种“消
耗”就是如此。遏制办公室浪费，要引导人们注意
小节，凡事不要马马虎虎、大手大脚，能省则省、能
重复利用的则重复利用。这是一种美德，也是现代

社会公民的行为准则。与此同时，种种“软倡导”之
外，更需要制度层面的“硬约束”。“硬约束”即预算
约束。应该将办公用品、办公室消耗等纳入预算监
管，设定具体的指标，并在实践中不断调适。不要
以为这是一个小事情，既然一支笔都能够达到数
十亿的规模，其他的项目总量想必也不是一个小
数目。（6月5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停车乱、停车难、治理难，这“两难一
乱”的窘境正在众多城市上演，特别是在一些
大城市。为解决停车难问题，近年来各地都在
尝试不同做法，但效果不佳。一方面是城市公
共停车位不足，而机动车仍在月月增长；另一
方面则是众多市民不积极配合，市民停车不愿
多花钱，而停车收费又不尽合理。

解决城市“停车难”，管理者和停车者都
需要转变观念，寻找“结合点”。从管理者的
角度看，要转变的观念是，不能只治乱不疏
乱。比如，发现哪里停车乱，就加大治理力
度，结果，“乱”又跑到其他地方。像有的人
开车上班，附近无处停车，停了就被贴条，就
将私家车停到较远的胡同里，然后步行一段上
班。胡同的居民为此也产生抱怨，认为这样下
去不解决问题，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解
决城市停车难，关键是一个疏导的问题，就是
要有停车的场地，政府部门要规划建设停车场
所，尽量满足停车需求。此外，由于“定价”
问题，有的停车收费确实太高，导致不少停车
位不是“满负荷”运行，而是大量闲置。比
如，有的写字楼、大型商超市的停车位，平时
空空荡荡，而周边路边的胡同里则乱停乱放很
多车辆。作为管理部门，应当深入调查研究，

优先解决收费停车位不足和价位过高的问题。
从停车者的角度看，要明白一个道理，就

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已经没有免费的午餐。
既然开车，除了养车所必须的油费、保养费、
高速费等消费之外，停车消费也是重要的组成
部分，要适应停车收费的环境，不能为了省几
块钱就去打游击、乱停车。现在不少私家车主
很心疼每天几块、十几块的停车费，能不交就
不交，能逃费就逃费，甚至为了十几元的停车
费与收费员理论。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私
家车主的这种落后观念不转变，城市停车难问
题或许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难以解决。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恰恰在城市停车的
问题上，缺少很多的“规矩”，既有管理层没
有设计好的“规矩”，也有停车人原本该遵守
好的“规矩”，由此导致停车乱象丛生。

解决“停车难”，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大
家都需要转变观念，作为管理层，要最大限度
地保障停车位的“供应”，要立好“规矩”，
并且要严格管理。此外，还要大力营造停车缴
费、停车有序的良好氛围，倒逼停车人遵守规
矩，养成良好的停车习惯。总之，面对“停车
难”的矛盾，不进行综合治理，城市“停车
难”乱象将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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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鲜市场，卖螃蟹绑搭草绳早已是公开的
秘密。近日，记者走访多家海鲜市场发现，商家通
过绑吸水皮筋、极粗塑料绳和使用海鲜专用塑料
袋等多种手法加重，消费者稀里糊涂就为这些东
西买了单。专家认为，这类“潜规则”是不理性竞
争的后果。律师认为，商家做法涉嫌欺诈，消费者
可索赔。（6月5日《北京晨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螃蟹对于普通市民
来说不再是奢侈品，早已“爬入寻常百姓家”。而
令人无奈的是，比螃蟹更“横行霸道”的是“潜规
则”，不仅绑绳售卖是沿袭已久的公开秘密，而且
采用多种手法“花式”加重。商家通过各种加重手
段，把不能食用的皮筋、草绳、塑料袋等和螃蟹以
捆绑物的名义卖给消费者，违反了《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当中“计量正确”的规定，同时涉嫌“强制
交易”行为。

螃蟹售卖“潜规则”盛行，主要是因为明规则
不明或者监管、执法不严不实。只有让规则明起
来，监管执法严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螃蟹“花
式大绑”的问题，真正改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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