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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将

拖欠农民工工资，后果很严重。6
月 1 日，记者从市建委清欠办获悉，
2015年，市建委清欠办就接到投诉92
起，帮助1940位农民工追回5096.5万
元被拖欠工资。目前，已有5家建筑公
司被永久禁止进入漯河建筑市场，31家
建筑公司被限制投标。（详见昨日本报
04版）

每年，欠薪和讨薪都会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话题。围绕欠薪和讨薪，相关
部门也做了很多努力，但“老赖”犹如

“打不死的小强”，无时无刻不在。在这
种情况下，将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列入
欠薪“黑名单”，让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
代价，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一方面能督
促欠薪企业，及时将拖欠工资发放给农
民工；另一方面对其他企业也是一种警
示，如果拖欠工资，也有要进“黑名单”，
后果很严重。

鉴于欠薪列入“黑名单”制度已经
发力，已让一些企业尝到了苦头，在追
讨欠薪这条路上，欠薪列入“黑名单”制
度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拖欠农民工工资拖欠农民工工资
就该进就该进““黑名单黑名单””

少些不合理收费 多些让利于民

□杨朝清

教育部、国家语委近日在北京发布《中
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 “重要的
事情说三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主要看气质”等成为
2015年度网络流行用语。（新华网）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流行语，流行语从某
种意义上就是社会心态的一面镜子。依托于
互联网，当下的流行语得到了快速传播，其符
号互动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提升。网络流行语
一方面丰富了社会语言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
也为我们提供了打捞“沉没的声音”的渠道。

伴随着社会变迁，流行语逐渐从最初的
单一式、标准化、口号式发展到今天的多样
化、个性化、娱乐化。“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并非乡下人特有的词汇，许多在城市里出生
长大的人们也会这样说。自嘲也好，自矜也
罢，自我矮化与炫耀、真话与玩笑往往互相
混杂；使用网络流行语不仅是为了刷存在
感，也是为了寻找归属感和社会认同。

在一个习惯“以貌取人”的时代里，外
貌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资本；在讲究“颜值”
的当下，“主要看气质”为那些喜欢自拍、喜
欢晒图的人们，找到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理
由。网络流行语迅速走红也离不开明星、商

家的推波助澜，社交网络时代的强传播、几
何裂变让星星之火，变成“来自星星的火”。

面对互联网上的纷乱信息，如何提升表
达效率，成为摆在许多人面前的现实考题。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将严肃的话题以娱乐化
的手段呈现出来，无疑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力。在没有这条网络流行语之前，人们也会
用重复表达的手段来提升他人对信息的关注
度，却难免会引发他人的反感。

网络文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快餐文
化”，网络流行语通常“你方唱罢我登场”。
面对网络流行语，我们不能戴上“有色眼
镜”，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网络流行语
固然有跟风从众、用语粗俗不雅的一面，却
也有正功能的另一面——“读懂年轻人的现
实焦虑，看到蕴藏其间的积极心态”，通过网
络流行语来更好地把脉这个社会，从而更好
地促进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

尽管“长江后浪推前浪”，尽管网络流行
语缺乏长久的生命力，但我们却不能对网络
流行语进行忽略和漠视。网络流行语建构了
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为我们观察社会变迁和
社会心态的走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作
为时代的镜子，网络流行语也反映出民众的
利益诉求。通过网络流行语来捕捉舆情民
意，有针对性地改进和完善公共服务，有助
于让公共生活更加美好。

读懂网络流行语背后的现实心态 □叶祝颐

火车票丢失，向检票人员出示订票短
信和身份证，仍被要求补交全价票款并加
收两元手续费，乘客罗小雨与铁路部门对
簿公堂，一审法院判决罗小雨败诉。近
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这起上诉案件。由于双方争辩激烈且不同
意调解，法院没有当庭宣判。（新华网）

在实名制之前，乘客丢失火车票，往往
只能自认倒霉。但实名制以后，网上购票记
录清晰可查，购票短信、纸质火车票照片和
二代身份证一应俱全。“放行”有何不可？让
丢票乘客“二次购票”,涉嫌违反《合同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公平交易、等价有偿
的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从技术上讲，允许丢票乘客凭借购票信
息出站，理论上会出现乘客自己使用电子火
车票，将纸质车票交给他人使用的情况。但
在实名制的大背景下，乘客需要身份证与车
票信息一致才能进站、乘车。所以，铁路部
门可以严格落实查票验票环节，将漏洞堵在
前面。

此外，铁路部门带有公共服务性质，不
能以纯经济眼光来衡量公共服务的得失。
铁路部门选择性作为，让丢票乘客重新买票
来规避服务责任，最大限度获取利益，如此

“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实名制的意义体现
在哪里？铁路部门的服务责任又在哪里？

丢票全款补票丢票全款补票
实名制有何用实名制有何用

□李代祥

广受诟病的高速公路收费最近传来利
好。6月1日起，湖北省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将
总体降低10％左右；山西省确定在政府还贷
高速公路上实行货车大幅优惠减费。如此降
低收费、让利于民的主动作为，值得更多地
方效仿。（新华社）

这些年来，在“高速公路收费员月薪过万”
传闻和争议声中，不少地方罔顾民意，打着“收
费为了还贷”的旗号，把高速公路当成地方财
政的“提款机”。去年年底，有多条政府还贷高
速收费到期，竟以“亏损”为名继续收费。如此
践踏契约精神，引起舆论哗然。

高速公路收费背后，其水之“深”令人琢磨
不透。修建时花了多少钱、运维成本如何、收
费如何确定等，一直让人“雾里看花”。几年前
的河南农民“偷逃过路费”案中，时建锋雇佣他
人驾驶车辆通行于郑石高速运送沙石，8个月
获利 20 余万元，而法院判决他应该缴纳过路
费竟高达368万元，此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某
些地方高速收费是何等离奇。

近年来，在中央过问下，高速降费有了
一些难得的进展。从国家重要法定节假日小
汽车免费，人们听到了高速公路降费的“足
音”。如今两省主动作为，对那些“收费为了
还贷因而无法降费”之类的论调，不啻一记
响亮耳光。

据权威机构测算，当前，我国社会物流

成本居高不下，已占到GDP的18％左右，比
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还高，对诸多行业发展形
成拖累。降低高速收费，把社会运行成本降
下来，卸掉诸多行业身上的沉重“枷锁”，已
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高速不合理收费还是大货车“多拉快
跑”进而发生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更是催
生各地“罚款月票”等丑闻的“产婆”。面对
每年数千亿元的高速公路收费，挤一挤其中
的水分，把不合理部分降下来，已是社会强
烈共识。

期待更多地方顺应民意，以湖北、山西
为标杆，跳出“买路钱”的思维怪圈，多多
让利于民。更期待监管不要缺位，绝不能让
到期继续收费这样的闹剧重演。

医保卡全国漫游要防“人为设卡”

5月31日晚，浙江省金华市一户人
家厨房着火，煤气罐喷射出熊熊烈
火。危急时刻，“95后”消防战士陈百
朕冲进厨房，一把拎起正吐着火舌的煤
气罐，冲出火场。（央视）

点评：精神和勇气可嘉，给你点个
赞！

安徽铜陵34岁的陈传林是一名在
职爸爸，29岁有了儿子贝贝，为给儿子
“最温暖最全心的陪伴”，他开始自学画
画，画起一个个小故事，至今已为儿子
绘制了近百本绘本。（新华网）

点评：好幸福的孩子，好有创意的
爸爸，幸福的一家。

电动汽车身背的太阳能电池板像书
一样被翻开，接收太阳能，等电蓄足后
收起电池板行驶，遇到风雨天后背插上
风能发电机蓄电……近日，在沈阳街
头，当70多岁的柳绿荫保养自己刚发
明的太阳能电动车时，引得路人围观惊
叹。（《华商晨报》）

点评：创意是不错，但这种车能上
路吗？

□吴应海

日前，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
主任黄华波接受媒体访谈时表示，异地就医
必须解决老百姓看病垫资和跑腿报销的问
题。黄华波介绍，包含国家结算平台系统在
内的“金保二期”项目6月起将得到第一笔
项目资金。通过部省两级信息对接，未来老
百姓异地就医将有望既不用垫资又不必来回
跑腿报销。（《新京报》）

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异地就医制度已经
全面推开，且在一定区域内实行了直接结算，
但这个区域非常小，至多是本省内，并且能异
地对接的医院并不多，患者选择的余地有限。
患者跨省市、跨地区就医时，仍须先行垫付资
金，然后回原地报销。从这一角度看，真正意
义上的异地就医并没有完全实现。如此一来，
面对疑难杂症，患者需要到外地医院治疗时，
如果筹不到足够的费用用于垫付，仍无法就
医。即使借到了钱，来往报销也令人烦不胜
烦。

现在好了，随着国家层面结算平台的出
现，将来，患者在国内异地就医时就可直接进

行结算，穷人再也不用为筹措垫付部分的资金
而焦头烂额，也不用为报销费用来来回回跑断
腿了。这样的民生工程，无疑会赢得所有人的
掌声。

不过，在期待异地就医国家结算平台能尽
快惠及所有患者的同时，我们也隐隐生忧，那
就是将来患者的医保卡可以全国自由漫游时，
会不会被人为“设卡”，难以兑现？这一善政会
不会成为关系户的“私宴”？

这绝非杞人忧天，原因很简单，当医保卡
可以全国自由漫游时，如果不加限制，大家都
会蜂拥外出，大医院就会人满为患，不堪重
负。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执行严格的分级诊
疗制度，患者要想外出就医，享受免费结算的
便捷，就必须经过审核。此时假如没有一套科
学的甄别机制，没有一套完善的监管、纠错、问
责机制，审批者极有可能会优先照顾关系户外
出看病，甚至会以权牟利，暗中向有求于自己
的患者伸手。

因此，笔者以为，在大力推进异地就医国
家结算平台的同时，应同步建立并完善分级转
诊机制，阳光操作，公开透明，避免不公现象发
生。否则，好事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引发公众
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