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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电话没人接
“忙”不是理由

□李小将

近日，有江苏家长反映称，在
不同时间段多次拨打江苏省教育厅
公布的中小学违规补课举报电话，
但始终无人接听。江苏省教育厅基
教处负责人回应称，高考刚刚结
束，教育厅各个处室都比较忙，“不
可能有人一直坐在那守着电话”。(澎
湃新闻)

“忙”或许是事实，但“忙”却
不是不接电话的理由，不管再忙，
接个电话的时间总该有吧？何况这
是专门公布的违规补课的举报电
话。举报电话那端，连着的是举报
人满满的信任与期望，一次次拨打
无人接听的举报电话，伤害的是民
心和民意。

举报电话成摆设，暴露的是教
育主管部门服务意识的欠缺，“不可
能有人一直坐在那守着电话”，凸显
的是权力的傲慢。为民服务，不仅
要保证举报电话24小时畅通无阻随
时有人接，更得保证把群众的每项
举报都得落到实处。否则，举报电
话真的就成了摆设。

打击违规互联网广告重在执行

□李浩燃

剪发卡、美容卡、健身卡、洗车卡……打开
钱包，相信不少人都会持有几张消费预付卡。
在服务行业，这已成为不少商家的标配，但这
种看似“双赢”的局面，其实很不稳定。以互信
为基础的这种商业模式，存在商家失信带来的
隐患。稍不留神，消费者可能就被形形色色的
预付卡给“卡”住了。

现实中，由于准入门槛低、市场饱和度高、
存续周期短等因素，预付卡消费渐成纠纷高发
区。它甚至变成一些商家的“圈钱卡”、消费者
的“糟心卡”。

预付卡这种消费模式，和群众的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更影响大家对社会诚信度的直接观
感。为蒙受损失的用户扫清维权障碍、畅通救
济渠道，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然而，具体
到预付卡的治理上，消费者发现维权难度是集
成式的。比如，备案制度存在盲区，政府执法
成本高，商家违规成本低，社会征信体系不完
善……都可说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
因。早在2012年，商务部就曾发布《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发卡企业在
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备案，实行资
金存管制度。实际上，主动备案的商户少之又

少；这一办法针对的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无法阻遏“小店跑路”现象。正是不知道怎么
有效地维权，许多人选择了忍气吞声。

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方
面，有明显进步。不久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实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度，进一步织密了制度之网；在执行层面，法
治和市场化手段的应用也更加得力。然而，征
信体系的建设不能缺角，否则其效用会大打折
扣，甚至产生“破窗效应”。从这个角度看，预
付卡乱象背后存在的监管缺位，如果不下大力
气消灭，有可能形成社会诚信的滑坡带。

社会信用体系的效力，与市场秩序以及个
人的创业、生活、工作、就业等直接挂钩，一端
连着社会管理手段，一端连着日常生活体验。
只有从这两个层面去清理信用秩序中的紊乱，
才能让信用意识由外而内，成为社会公众心中
共同的遵循。

小小预付卡犹如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解决
“老大难”问题的态度与能力，也检验各个监管
职能部门对群众获得感的重视程度。尽快完
善社会征信体系，进而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把这
套体系用起来，辅之以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
制，类似的信用风险才能得到控制，诚信社会
的建设才会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

高校学费上涨

□张兰军

西安到兰州，600多公里路程，西安市民
蒲伟和8岁的儿子背着沉沉的行囊徒步出发。
在磨炼孩子意志力的同时，他希望此行能让孩
子走进真实的世界，去感受人世间冷暖。尤其
特别的是，父子两人仅仅只带了100元现金。
（《华商报》）

虽说此番600多公里行程并非完全意义上
的“下步辇”，也有“顺风车”；虽然在只带
100 元的自我约束中，让穷游变得有些乞讨
相，甚至在消费着人们的同情心，但在一些家
长瞄准起跑线、亲子教育多“跑偏”的背景
下，带子穷游仍有现实意义。

一是陪伴。“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只是
停留在说教上，家长打着麻将让孩子学习，孩
子怎么能接受？”正是有如此由衷的感慨与清
醒的认识，蒲伟在教育孩子上，才力求不做语
言的巨人，追求行动的高标。而这其中，陪伴
无疑是最能拉近亲子关系，最便于对孩子行不
言之教的方法。反观生活中不少父母，或为生
活工作所累，或因认识上的不足，或痴迷于打
麻将、斗地主等，致使在陪伴孩子成长上，总

是“人太忙”，错失了亲子教育的大好时机，
让呵护成长留下遗憾。

二是磨砺。此番“带子穷游”，不少网友
对其中的“蹭吃蹭喝蹭车”颇有异议。且不说
这种“蹭论”未必准确，即便是真，也是这对
父子“精诚”之下，“金石”为开的结果，无
可非议。其实，凭蒲伟曾经登过珠峰的经历，
他们的此番行程，大可乘坐汽车、火车乃至飞
机，来一番“富游”的，但为让孩子真正经受
磨砺，蒲伟硬是选择了这种风餐露宿“苦行
僧”式出游。这对那些一味视孩子为掌上明
珠、家中小皇帝的父母，应有一些启示。

三是感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须躬行”。虽说对一个刚8岁的孩子而言，这
种高强度的生活磨砺来得早了些，但家长的这
种超前意识，这种“让孩子从小就能懂得人间
冷暖是件好事情，总比放在童话王国里强”的
认知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由此想到前年，贵
阳一位妈妈，因为上三年级的女儿写作文时，
不知桃花长啥样，索性在农村包下一座山，以
便女儿在体验中认识自然，描绘自然。事情虽
近似夸张，但其间舐犊之情，殷殷之盼，与上
述带子穷游可谓大同小异，值得家长们借鉴。

此番穷游“穷”得其时，“穷”得有理。

带子穷游的三重现实意义

在浙江苍南福德湾的老街上，有座古
色古香的茶亭，一年四季都摆一个悠悠清
香的木茶桶，过路人渴了都可接上一杯。
原来，旧时条件差，赶路只能讨水喝，孙
爷爷便支了免费茶摊，如今已传三代，薪
火不熄坚持了70年。（人民网）

【点评】
@一晃好多年：解的是清凉，暖的是

人心
@H.S.J：70 年薪火不熄，真的是不

容易。
@石头：好人有好报。

近日，在江苏徐州，一外国小伙骑电
动车违章被交警拦下，该小伙以语言不通
为由拒不配合。“80后”辅警凌雪先用中
文、英语尝试与其交流，在小伙用俄语表
示听不懂后，凌雪竟说起了流利的俄语，
耐心地向他解释相关法规。据了解，凌雪
毕业于南京大学，曾公派到俄罗斯留学。
（中新网）

【点评】
@恰同学少年：这下老外不能再装傻

了吧！
@那一年：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人才

总有机会出彩。
@冷酷到底：现在辅警都这种学历

了？

事件回放

2014年，天津、浙江、江苏等十多
个省份的公办高校学费相继调整，时隔两
年又迎来了新一轮高校学费调价。记者近
日获悉，江西与广东已确定在今年执行新
学费标准。同时，内蒙古和海南已召开听
证会并通过了高校学费调整方案，但未敲
定执行时间。（《新京报》）

高校学费涨不涨，涨多少，并不是一
个简单数学问题，而是关乎教育公平的民
生问题。故而，高校涨学费应先晒成本账
单。

——屈金铁
高校学费并非不能涨，但不能把办学

成本增长都算到学生头上。高校办学成本
构成复杂，假如都靠收取学费，那么学费
很可能就会涨“上瘾”。

——何勇海
高校学费可以随行就市，可以随着教

育成本的提高而上涨，但要确保上涨的学
费用到学生身上，而不是用在其他与学生
教育培养无关的三公经费上。

——宋广玉
高校涨学费不能是本糊涂账，只有令

人信服、经得起检验，把学费用在提高教
育质量及长远发展上，才能真正打消公众
疑虑。

——王彬

议论纷纷

□庞 岚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互联网广告
管理暂行办法》，将于9月1日起施行。此前
颇受争议的付费搜索被纳入互联网广告监
管，要求付费搜索广告与自然搜索结果要有
明显区分，有些付费搜索结果标注“推广”
“商业推广”等，从9月开始都要明确标明
“广告”。（新华网）

最近这些年，各种形式的互联网广告有
点儿“无法无天”，他们自诩为“新生事
物”，自以为很多法律法规管不了他们，就变
着法儿地钻空子、找漏洞，在骚扰、误导甚
至严重伤害消费者的过程中赚取昧心钱。比
如有的时候上网办着正事儿却忽然被弹窗广

告“遮望眼”，点击一下“关闭”，结果反倒
被广告铺满了屏幕。

从烦死人的弹窗广告、垃圾邮件，到害
人不浅的山寨维修网点、虚假医疗信息，互
联网广告早就应该严格管理起来。从现实需
求来看，规定“付费搜索与自然搜索要明显
区分”“医疗类广告未经审查不得发布”，再
到“弹窗广告须确保一键关闭”，这些都是对
症的药方。

不过仔细想想，类似的“药方”其实并
不是第一次开出来。比如说，《医疗广告管理
办法》 就明确规定，医疗广告的表现形式不
得含有以下情形：涉及医疗技术、诊疗方
法、疾病名称、药物的；保证治愈或者隐含
保证治愈的；宣传治愈率、有效率等诊疗效
果的……“对号入座”一下，我们就会明白

竞价排名也好、百度贴吧也罢，都明摆着违
反了多年前已经公布实施的“老办法”。

再比如，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也在去年9月1日起就开始实施了，其
中第四十四条规定：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
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
确保一键关闭。

换言之，以各种形式玩出各种新花样的
互联网广告并没有他们自己想的那么“新”，
也没有那么多所谓法规上的“空白”“漏洞”
可钻，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只是在为明显的
违法行为找借口罢了。

在很多时候，真正的“漏洞”恐怕并不
在于法律法规的文字上面，而是在于执行方
面,期待接下来严格的执行能带给我们一个真
正清爽的网络环境。

别让预付卡变成诚信滑坡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