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评02
2016年2月16日 星期二

责编：李小将 24小时新闻热线：0395-3139148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他排他的榜单
咱过咱的日子

□宛诗平

据报道，节假日期间是塑料袋使用的高峰
期，而“限塑令”在我国实施七年多以来，效
果并不明显，反而不少超市，每年仅出售塑料
袋就能赚上千万元，“限塑令”甚至沦为了
“卖塑令”，让卖塑料袋的赚得盆满钵满。（2月
15日新华网）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限制生产
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自2008年6月1
日起，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
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
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遗憾的是，这一规定一
直难以严格落实。

有统计显示，全球每年塑料总消费量4亿
吨，中国消费6000万吨以上。“限塑令”规定
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价格的
杠杆调节机制来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引导、鼓

励公众合理使用塑料购物袋，促进资源综合利
用，保护生态环境。但在很多消费者看来，相
比便携的需求，塑料袋几毛钱的成本感受不明
显，在不少超市，每年仅出售塑料袋就能赚上
千万元，“限塑令”甚至沦为了“卖塑令”。

“限塑令”令行不止，反而让卖塑料袋的
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尴尬不能不引起社会各
方深刻反思。从表面上看，“限塑令”名存实
亡，甚至沦为“卖塑令”，主要归因于法令执
行无力，执法部门失职，违规生产厂家猖獗等
因素，但如果深入思考，却会发现一些深层次
的原因。

通过收费限制使用，有两个因素不能不考
虑，一是需求价格弹性，弹性大的话，确实有
可能大幅度减少塑料袋的使用量，但弹性小的
话，则只能为消费者增加负担，却无法减少塑
料袋用量。二是消费者付费以后，会产生代偿
心理，使用起塑料袋来反而会更理直气壮，从
本质上讲，是与禁塑令的环保目的背道而驰

的。同时，“限塑令”之所以在执行中有困
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配套措施的缺席。
目前，“限塑令”在执行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
替代品环保购物袋价格太高，消费者难以承
受。多数替代品平均售价3元到5元，有的档
次更高，定价也更贵。可以想见，这样的价位
很难让普通人接受。

方向错了，就不可能收到预期之效。“限
塑令”的生效有赖于公民自律，而公民的自律
有赖于政府的引导和善意的政策。但事实是，

“限塑令”颁布七年多来，我们只是在每年特
定的时间才会因为媒体的回顾想起这条法令。
笔者以为，要解决目前“限塑令”所面临的困
境，政府除了要做好相关宣传引导外，还应严
格控制生产环节，打击违规生产超薄塑料袋的
黑作坊，严格监控批发、零售、消费等环节。
唯有在严格执行罚则、政府承担责任等多种合
力下，才能让“限塑令”令行禁止，深入民
心，不再我行我“塑”。

莫让“限塑令”变成“卖塑令”

□张立美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过年
期间大家都忙着走亲访友或出门游玩，出租
车是非常重要的出行方式之一，可就在返程
这两天，有不少乘客反映，他们在郑州东站
遭遇了出租车“拒绝打表”的情况，并且很
短的距离，居然开出了上百元的天价。（2月
14日央广网）

出租车春节期间不打表，恐怕不只是郑
州市民的遭遇，也不是今年这个春节才有的
现象，而是各地都存在、每年都有的一种普
遍现象。像笔者在这个春节期间，也有这样
的遭遇。在老家安徽省枞阳县，出租车不打
表，起步价从5元暴涨到上车一口价就是10
元，打表不过 10 要价 30 元。当然，现在生
活的小县城山东省蒙阴县也不例外，同样出
租车不打表。可以说，春节期间不打表俨然
已经成为一种“行规”。

然而，根据法律规定，出租车收费标准
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打表计价是基本的收
费规则。出租车驾驶员在春节期间不打表，
自行提高起步价，显然属于一种违法行为，
违反了出租车行业的规定，这一点毋庸置
疑。

但是，这种违法行为却在广大大中小城
市横行多年，始终得不到根治。从根本原因
上说，必须承认，这是出租车市场供求失调
的结果。春节期间，市民走亲访友，拧着大

包小包，出行不太方便，对打的有着极大的
市场需求，而出租车数量在春节期间的供应
并没有增加，相反还存在减少现象。供不应
求的出租车市场，就给了出租车驾驶员议价
话语权，因为你不坐，有别人抢着坐，逼得
旅客不得不接受出租车驾驶员的私自定价。
否则，恐怕永远等不到一辆愿意打表载客的
驾驶员。

另一方面，春节本身是一个特殊期间，
绝大多数人放假在家陪伴家人、走亲访友。
而出租车驾驶员放弃了春节的休息假期，放
弃了陪伴家人、走亲访友的机会，依然在工
作。按照很多行业来说，这是有着奉献精神
的加班行为，依法可以领取 3 倍工资。所
以，对于春节期间的出租车不打表现象，出
租车驾驶员自行提高起步价行为，很多市民
将心比心，能够理解，也能接受。更何况对
于很多小县城的出租车驾驶员来说，平时的
生意并不太好，全靠春节期间多赚点钱来弥
补。

要打破出租车春节不打表的“行规”，
一方面，要增加出租车市场的供应，增加出
租车保有量，放开专车市场，增强出租车市
场的竞争。另一方面，在出租车收费价格管
理上，实行灵活机制，对于春节这样的特殊
时期，有关部门可以适当提高基本价格，保
障出租车驾驶员的经济利益，弥补他们放弃
休息。同时也应制定有关准则，并做好市场
监管，保证出行人群的合法权益。如此。春
节打的不打表的“行规”才可以被打破。

□张雪飞

春节期间，在“逼婚排行榜”之后，“娶
妻成本排行榜”再次登场。无独有偶，情人节
当天，有的网站又“贴心”地推出了“十大单
身职业排行榜”。榜单一出，又不知击碎多少
大龄男女的心，女被逼婚男愁娶妻，真想大喊
一声，这些排行榜还让不让人活了？（2月15
日中新网）

有人说，这么玻璃心干吗，你是编辑你就
真的一辈子孤单了？你是个深圳男生就得不吃
不喝 29 年半才能娶老婆了？别那么认真行
吗？那么我就想问问了，这些数据都是从哪儿
得来的，严谨吗，可靠吗？真有姑娘照着“娶
妻成本排行榜”让男朋友立刻买套100多万元
的房子，结果俩人分了，排行榜制作者负责
吗？

有些排行榜一看就知道是搞笑的，但有些
排行榜又是数据分析，又是逻辑运算，煞有介
事搞得人也迷糊了，心想难道真是有科学依据
的？但你要真信了就太傻太天真了。就拿那个

“逼婚排行榜”来说，制作者在十大城市中分
别取了1000个样本，这和大城市动辄上千万
的人口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这样的样本数显
然不符合科学规定，决定了调查结果不可能准
确；而“娶妻成本”则是根据2010年一个旧
榜单，稍稍改了一下数得出来的，这样的排行
榜有什么意义？小夫妻中有要求婚房必须100
平米以上的，也有租房结婚的；大龄男女中有
饱受爹妈唠叨之苦的，也有老妈挡在前面说

“我养女儿为了她高兴不是为了让她嫁人”
的。感情和婚姻是多元化、没什么道理好讲
的，非要搞出张榜单来排出个甲乙丙丁，只会
让不信的人置之一笑，信的人徒添烦恼。

这种排行榜的发布，不仅无法解决问题，
反而为结婚费用的增长推波助澜，让全社会都
有了理论根据：看，排行榜不是说了吗？上海
的结婚起码都要200万呢。更有消息说，娶妻
成本排行榜就是由某婚庆协会发布的，他们当
然希望为结婚费用的上涨造势，以便自己可以
从中分一杯羹。这么一想，如果真的相信了，
自己被人家当枪使不算，还和伴侣之间产生诸
多矛盾，不是得不偿失吗？

笔者以为，这些排行榜，就如同“十二星
座中谁最专情”“你是哪种血型就决定你是哪
种人生”一样，没什么科学依据，更缺少数据
分析。看着乐和乐和得了，谁当真谁就输了。

因涉嫌严重违
纪，武汉市青山区
原政法委书记高玉
奇，近日被移送司
法机关。2014 年
11月，时任青山区
建设局局长的高玉
奇被查出擅自动用
基建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并造成巨额
亏损。

据《新京报》

春节打的不打表何以成“行规”

2月13日，一张充满喜感、有关
节后返城情景的图片在微信朋友圈刷
屏——南宁一辆白色小汽车，因在车
尾挂着多只鸡的情景，被网友拍下转
发到网上后引发大量转发，并被网友
打趣为南宁版“后置发动鸡”。（2月15
日新华网）

点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月 13 日，广东清远连山金子
山，一对情侣登到金子山第一峰时，
女孩帽子被吹落在悬崖峭壁上，男孩
担心女友受寒，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
况下，攀着岩石与树藤下去帮女友捡
回帽子戴上。（2月 14日《华西都市
报》）

点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
高，若为帽子故……

公款理财

2 月 15 日，山东烟台一居民小
区，一栋大约3米高的房屋的墙上被钢
管“团团围住”，钢管为扁平状，空
心，厚度大约在2cm左右，在窗户位
置可以清晰看到里面还装有防盗栏
杆。整栋房屋从远处看去像一个铁笼
子。（2月15日新华网）

点评：史上“最牛防盗屋”。

近日，在北京街头，一辆轿车的
车牌上居然出现使用两块铁皮制作出
的一个车牌盒子，并且盒子被一个黄
色的小锁头锁上了。如此奇葩的“车
牌盒”一时间吸引了众多过往路人纷
纷观看。（2月14日新华网）

点评：不怕直接被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