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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涛

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家新华书
店，一位女士与店员发生争执，起因是这
位女士的孩子在店内看书不到5分钟被撵。
店员称，“书店是卖书的地方，不是看书的
地方，不买书就得出去”。

“不买书就得出去”，一句话引爆舆论。
翻看网友言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这

家书店只知“向钱看”。甚至，有人翻出杭
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话做例证：“我无权
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

网友的情绪可以理解，店员的表态也
很不妥，但书店毕竟不是图书馆，自主性
和赢利性决定了其有权选择如何经营。

此事真正的问题，不是书店势利眼，
而是公共图书馆的缺位。君不见，一到周
末假期，很多书店就成了“托儿所”，书店
往往还要承担维护秩序和图书损坏的成本。

如果公共图书馆资源充足、分布均
衡、位置方便，能对读者产生吸引力，谁
还愿意在书店里蹲着或席地坐一天？

孩子看书被撵
别只吐槽书店

□李智勇

说到节前送温暖，不知怎么，突然想起
网上老说的“暖男”。

何为“暖男”？有个段子说得挺清楚：当
你说“我感冒了”，回答“多喝点儿水”的，
这不叫“暖男”；答“开门，我到了”的，这
才是“暖男”。

“多喝点儿水”属于万能安慰，也属于形
式安慰，心不在焉，有口无心；“开门，我到
了”，说明真的关心，且有实质行动，体贴。

光体贴就完了吗？还不行！
一位“90 后”“萌妹子”跟我说：“暖

男”，就是过生日不送生日蛋糕！她解释：送
蛋糕，路人也能送，属于“标配”，一看就不
用心。必须个性化，有强烈的针对性，就着
我的需求送，只有特别，才是用心，才能贴
心。

90后的“恋爱经”咱不懂，还是说回送
温暖吧——送温暖也要学学“暖男”。

首先，得告别花架子，尊重贫困户的最
迫切需求。

万金油式送温暖，就是掂桶油扛袋面，
聊两句拍张照就走。又不是前些年了，贫困
户要是不缺油不缺面呢？不缺你还送，缺的
看不见，这不是形式主义是啥？哪怕是治
标、救急，也要针对人家的真难和真急。

怎么才能告别走形式？
没别的，只有真心诚意，把这事儿当成

事儿。真摸底了，知道这家缺啥，自然就知
道送啥了。

家里有病人，医、药、报销是急需；家
庭零就业，岗位、就业信息、就业培训是急
需。一时送不那么到位，也应该奔着这个方

向，想办法、出主意、汇集资源。不要说当
成自己事儿了，能把群众当成一门亲戚，也
一定会有贴切的关心方法，不会人家缺狗你
送鸡。

我们现在说起扶贫，都不会忘记前头有
“精准”做定语。

其实，节前送温暖，也是一种特殊的扶
贫，只不过更侧重于眼前困难而已，在精准
上不应该有区别。精准才会更有效，才会更
暖人心；敷衍了事搞过场，只会影响形象、

影响效果。
我问那位“萌妹子”：这么高标准严要

求，你男朋友不嫌麻烦啊？她回答：麻烦，
才能考验真爱啊！

恋爱是天性驱动，想必男孩劲头很大，
不怕麻烦；干部这样送温暖，肯定比随便掂
桶油扛袋面要麻烦得多，但是，麻烦，才能
考验对困难群众的真感情，才能考验工作作
风是不是严细深实啊！还是麻烦一些好，您
说呢？

□毛建国

近日，有网友在微
博上投诉在云南丽江束
河古镇吃饭遭遇宰客。
他们一行人点了 6份炒
饭，2份米线和7听可乐
等，共消费248元。清单
上显示，其单价分别
是：可乐8元，炒饭22
元，米线16元。出人意
料的是，这一投诉不仅
没有博得同情，反而引
起网友吐槽：吃顿饭人
均30元还嫌贵？穷就不
要出门旅游！（《重庆晨
报》2月2日）

相对于这则投诉反映的内容，更值得注意
的是网友的态度。从评论中看到，不少网友对
这则投诉不以为然，甚至挖苦嘲笑，言词尖
锐，而且为数不少。看起来这是对“宰客”的
定义和理解问题，在其背后可能透露出一种迹
象，那就是“宰着宰着就习惯了”。

事实上，对于什么是“宰客”，并无明确定
义。“宰客”更多是相对常态物价而言的，一般
来说，只要物价超出正常的市场水平，而且没
有做到明码标价，就可以称为“宰客”。一罐
330毫升的可乐，一般在3元以内。而这家小店
一罐330毫升的可乐卖到8元，或许绝对价格不
像“天价虾”那样触目惊心，但也显然超出了
正常的市价。如果商家没有明示，基本上还是
符合“宰客”定义的。据此清单，要说投诉无
理无据，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网友非议背后，隐藏着两种心理，一是
认为旅游地区物价应该高一点，二是认为没有
达到天价，那就不能算是“宰客”。是谁规定旅
游地区的物价，就一定要高出市场价格？在旅
游大发展的今天，几乎所有城市都可以称为旅

游城市，都应该拥有常态化的物价和消费。即
便在景区内部，也没有高物价的必然理由。

当我们讲“宰客”时，并不特指“天价”，
并不是只有可乐按“口”卖才有关注价值，而
是只要超出了正常的物价，没有做到明码标
价，就应该保持警惕。“高价”没有“天价”那
么触目惊心，但远比其普遍。“天价”也非凭空
而来，当市场遍地“高价”，加之舆论不以为
然，也就与“天价”无限接近。

对这起投诉的不屑一顾，甚至反唇相讥，
让人想到了“温水煮青蛙”。在长期的旅游“高
价”熏染下，舆论已经对“宰客”失去了一定
的警惕之心，自觉不自觉地抬高了“宰客”的
门槛。这种心理助长了“劣淘汰效应”，在事实
上不利于“良币驱逐劣币”。

在旅游文明上，最怕的是“宰着宰着就习
惯了”。具体到这起投诉，是否属于“宰客”需
由相关部门认定，但仅仅因为价格高得不是那
么惊世骇俗，没有达到“天价虾”的标准，从
而在心理上选择了淡漠，把矛头对准投诉者，
显然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心理倾向。

新闻：去年9月，郑州市民朱广
义等五人因“祭城路”更名为“平安
大道”将郑州市人民政府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判决改回原路名。2月 2
日，该案在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法庭未当庭判决。祭城地
名古书记载历史有3500多年，一直
沿用至今。（2月3日《河南商报》）

点点评：“寒龟不食犹能寿，敝
帚何施亦自珍。”

新闻：到了年终岁尾，一些医院
的心理诊室出现了不少年轻人的面
孔。不如同学混得好、年终评优没评
上、春节放假的“人情债”，让他们
出现焦虑、抑郁、恐惧、烦恼、兴趣
减退等状况，有的医学工作者把这些
称为“年关焦虑症”。（2月3日《新
文化报》）

点点评：回家读读《逍遥游》。

新闻：2月1日晚，四川荣县华
康医院一名70多岁患者急需转院，
救护车准备驶出乐自高速贡井收费站
时，驾驶员和高速路收费员因13元
的高速路过路费起了分歧，造成载着
病重患者的救护车停车长达7分钟及
高速路出站口拥堵。最终，救护车交
费后才驶离收费站。（2月3日《华西
都市报》）

点点评：生命诚可贵，路费价更
高。

新闻：张先生从一家“百年锅
贴”店点了份卤肉烤饭打包回公司，
饭吃了一半，发现一只被煮熟的蟑
螂。但店家主管认为饭里出现的不是
蟑螂，而是虾仁，并回复赔给一张面
值500元的餐费卡。（2月3日《钱江
晚报》）

点点评：请再吃几顿“虾仁”。

送温暖不妨学“暖男”

宰着宰着就习惯了？ 1月31日，安徽阜阳小雪。上午8点多
钟，59岁的吕俊荣背着母亲来到阜阳火车
站，和挑着行礼的爱人胡新莲一起准备乘
车回家过年。（昨天《中国青年报》）

点评：忽然想回家抱抱妈妈。

广东东莞某项目因为工程款结算等问
题，致近百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经媒体
报道后，东莞松山湖管委会积极介入协调
处理。2月2日下午，所有工人足额拿到被
拖欠的工资。(昨天《南方都市报》）

点评：该出手时就出手。

春节将至，在市民们忙着筹备年货之
时，北京市公安局危管支队烟花中队的民
警们开始了密集的“排雷”工作。为了办
案，民警不仅要扮成公司负责人，以便找
出存储在农家院内的非法烟花，还要采用
翻墙、趴窗户等特殊手段，以做到掩人耳
目、顺利取证。（2月2日财新网）

点评：辛苦了，全能民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