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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享套餐”实至才能名归

铁路旅客乘车不对号入座、强
占他人座位的行为将有法律“紧箍
咒”。近日，广东出台《广东省铁
路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旅
客应当按照车票载明的座位乘车，
不得强占他人座位。条例将于今年
12月1日起施行。（据新华社）

铁路“霸座”行为频频被网友
和媒体曝光，表明公众对于这种不
文明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低。相关
法规应当对如何制止与惩罚“霸
座”行为做出细致完善的规定，依
法依规严惩“霸座”者，这样才能
保障大家安全、顺心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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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边扶人边拍视频 不失为见义智为

莫把扶梯当滑梯

□李 云

在被工信部约谈、点名批评后，被三
大运营商大肆宣传的“不限量套餐”终于
在日前悄然改名，更名为畅享套餐、敞开
用套餐。记者调查发现，三大运营商的官
网已全面更换了套餐名称，但不限量的字
眼并未消除，而达量限速的门槛也未改
变。（详见本报今日14版）

别了，“不限量套餐”。在层层压力
之下，“不限量套餐”终于寿终正寝，
可是，也别高兴太早。是不是“换汤不
换药”？是不是一种“文字游戏”？是不
是改名换姓之后还是“那双拐”？鉴于
此，我们不妨抱以谨慎的欢迎，以观后
效。有一种“消失”是“玩消失”，其
实它还在，“你懂得”；有一种“消失”
是“玩真的”，将“双拐”砸了，真正
意义上的改头换面、洗心革面，以崭新
的形象与姿态出现在消费者面前。

套餐可以有，“套路”必须无。追
溯手机套餐的历史，它是市场经济的产
物、市场竞争的产物，然而，套餐盛行
之后，越“套”越多，越“套”越复
杂。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运营商一个
老问题一直存在，那就是套餐多而杂，
不仅用户不明白，甚至有时运营商自己
也搞不明白。如果套餐以真实的提速降
费为目的，其实可以简单明了，而如果

以虚假的提速降费为目的，必定沦为
“套跑”，并且，越“套”越深，越
“套”越糊涂。

实至才能“名”归。“畅享套餐”
是真正让消费者“畅享”，还是仅仅为
一种“畅想”？“不唯名，只唯实”，关
键不在于“名”，而在于“实”——实
在、实用、实惠；运营商说实话，办实
事，求实效。“不看广告看疗效”，没有
一“名”惊人的套餐，只求实至名归的
畅享。

提速降费，有诚意才有认同。运营
商的诚意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它将来
自主管部门的监管与施压，来自市场竞
争的鞭策与激励，来自互联网、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日新月异，来自运营商混合
所有制改革所释放的改革红利……运营
商只有顺势而为，拿出套餐诚意、流量
诚意、畅享诚意，才能实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的目标，才能让互联
网“运营”在价廉物美的轨道上。

□刘孙恒

路遇老人受伤倒地，你扶不扶？怎
么扶？国庆长假期间，浙江衢州的3名
少年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一边摄像
留证据自证清白，一边扶起了86岁的
老太王水莲。机智施救的3名少年中，
两个 16 岁，一个 17 岁。（《钱江晚
报》）

其中一位少年坦言，他经常看新
闻，知道有些人救人反被讹，所以下意
识地想到了这一招。不可否认，当下社
会中确实不时出现“农夫与蛇”的事。
当基本的社会信任成为稀有之物，陌生
人之间流露更多的是警惕与提防，每个
人在公共生活中势必会为此付出沉重代
价。因此，改善此般境况需要每个人的

努力。
在理想的社会图景中，行善的确不

该有“边扶人边拍视频”的种种顾虑，
但基于当下的语境，从个案来分析，

“边扶人边拍视频”无异于一种见义智
为。班主任老师的一番话具有现实意义

“他们的善举值得我们所有同学学习。
他们分工协作，用拍视频的方式证明自
己的善举，做了好事的同时也保护了自
己。”

此次事件如今之所以皆大欢喜，不
仅在于3位少年的见义智为，亦在于被
救老奶奶第一时间澄清是自己摔倒，并
回馈以真诚的感谢。反之，如果没有视
频为证，然后又来一出“救人反被讹”
的戏码，届时又是一笔糊涂账，受伤的
就不仅是3位少年的热心，同时也难免
挫伤社会信任，让人对“扶不扶老人”

进一步心生忌惮。
换而言之，“边扶人边拍视频”尽

管与理想中的道德图景有出入，但它直
面现实的复杂且予以有效化解，同样实
现社会共赢。事实上，近年来不管是

“见义勇为”被“见义智为”所替代，
社会舆论一致认为见义要“勇为”更要

“智为”才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还
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护见义勇为、助人
为乐者的权益，甚至不惜予以一定的实
物奖励，皆是意识到面对复杂的现实，
明确权责关系、匣清权利边界，比单纯
的道德规约更有力更有效。

就此而言，“边扶人边拍视频”可
以成为助人的常规操作。当下，类似救
人反被讹的事件，其实已是典型的法律
事件，应该用法律和法理来捍卫道德的
底线。

□陈广江

10月7日，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群
男子穿着日军制服在闹市街头举着广告
牌游街打广告。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
官方微博10月8日发布通报称，活动组
织策划者仲某某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他
涉案人员正在调查处理中。（据中新网）

自以为是独具“创意”营销手法，
可以轻而易举吸引万千眼球，结果却悲
剧了：组织策划者不仅遭到舆论一致谴
责，还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可谓赔了
夫人又折兵，教训惨痛。借用一句网络
流行语来说，“不作死就不会死”，今日
之结果完全咎由自取。

法律不是吃素的，炒作不能没底
线。恰如警方通报中所说，为博眼球，
罔顾民族感情，无视公序良俗，身穿仿

制的侵华日军制服招摇过市，造成恶劣
影响，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已涉嫌寻衅
滋事犯罪。

事实上，网上网下以挑衅民族底线
方式进行炒作的乱象并非个案，刺眼的
日军制服、军刀、摩托等道具频频出现
在公众场合，引发轩然大波。几年前，
为增加创收，安徽省黄山市某景区曾组
织游客自编自导上演了一出“鬼子进
村”的闹剧，一时舆论哗然。近期，某
些“精日”现象也频频挑衅社会容忍底
线，令人不齿。

尽管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当事者都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种冒天下之大
不韪的乱象并未销声匿迹。究其原因，
有人为出名当网红，有人为商业利益，
还有人则是无知无畏或恶意泄愤，无论
是哪种情况都无法令人原谅。凡事都有
底线，一个人的言行要受到道德和法治

的双重约束，拿民族伤痛进行炒作、恶
搞或泄愤无疑是对道德和法治的双重践
踏。

对极个别“精日”现象要依法惩
处，对这种夹带种种私利的炒作或恶搞
同样不能过于宽容。博取关注，谋取私
利，都不能以突破底线为代价。“穿日
军制服游街”被刑拘事件再次向社会重
申了常识和底线，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
和考虑，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可怀有任
何侥幸心理，否则必将受到相应的惩
罚，悔之晚矣。

在商言商，商亦有道。利益面前，
一些人极尽无底线炒作之能事，靠恶
名、臭名、骂名吸引眼球、赚取流量，
打着“创意”的旗号，下限一降再降，
这是对商业营销的误读和扭曲，也是对

“创意”二字的亵渎，最终只能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

□李小将

近日，在重庆某商场底层扶梯，3
名男童在贴有“电梯维修中，暂停使
用”警示牌的20米长扶梯上，把扶手
当成滑梯，连续多次速降，并做出危险
动作，看得旁人胆战心惊。家长却不以
为意，在扶梯底端录像，并夸孩子很厉
害。（据新华网）

近几年，扶梯“咬”人、“吃”人
事件时有发生，家长纵容孩子在扶梯上
玩耍，不得不说这几位家长确实心够
大，即便扶梯因维修暂时停止运行，但
也保不齐不会发生意外。让人不解的
人，家长非但不及时制止，反而用手机
录起像来，并一个劲地拍手叫好，这是
对孩子极不负责。看了网友上传的视
频，笔者也和大家一样，胆战心惊，为
孩子捏一把汗。

正如网友所说，熊孩子的背后必然
有熊家长。正是由于家长的过分溺爱和
纵容，才会导致孩子“熊”。孩子不懂
事偶尔可以“熊”一下，但家长绝不能

“熊”。在孩子的安全问题上，家长不能
粗心大意，更不能熟视无睹，一定要给
孩子立规矩，教会孩子遵守秩序，不能
以身试险。一旦孩子有过分举动，家长
一定要立即制止，并严厉批评教育孩
子，这样做会造成哪些后果。希望每位
家长都能够给孩子树立好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