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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8日从贵州省旅游局了解到，针对即

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和暑期市场，贵州省所

有旅游景区景点(温泉景区除外)从6月10日

至8月31日对全国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实行

免头道门票优惠。（6月8日新华网）

无论是否独创，景区暑期对学生免门票

之举都十分难得。在看似损失门票收入的背

后，贵州各旅游景区收获的却将是双赢。

旅游部门能于暑期从孩子们的角度考

虑，让他们能走出家门，于景区感受自然和人

文景观带来的愉悦，是一种很好的放松，也可

增长见识，熏陶情操——从这一点来看，旅游

部门可谓功德无量。

第二方面，景区暑期为学生免票，定然会

带旺贵州旅游业，吸引更多的家庭带孩子旅

游，为学生免票不但不会减少景区收入，反而

会因人气的火爆而收获更大的利益。

一直以来，不少景区的误区是，只盯住门

票这一小利，恨不得年年涨价。事实上，旅游

收入包括吃、住、行、游、购、娱，门票收入只是

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因门票太高让人望而

却步，景区的利益将得不偿失。

所以，贵州旅游部门决定所有景区暑期

对学生免票，是一举两得的双赢之举，企业以

及相关机构若能从中得到启示，从短视的窠臼

中突围，那么，天地将为之宽广，无论社会效益

还是经济效益，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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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杂谈

端午节临近，太原市长治路一家饭

店向社会推出一款用松露、鲍鱼、泰国

香米等食材制成的粽子，其单个售价

高达 9999 元人民币，在太原市民中引

起广泛的争议。据了解，该店目前已

预订出了 15 个“天价”粽子。（6月 9日

《南方都市报》）

将近一万块钱买一个粽子，到底

值不值，贵不贵？关键要看买的是什

么人了。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这当然

算得上是天价，只能敬而远之；而对于

那些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的有钱人，

只要他们觉得值，那么 2 万块钱一个粽

子也不会嫌贵。从这个角度说，“天价

粽子”的出现，只是一种市场行为。

但是如果从传统文化、节日价值

的角度来看待“天价粽子”，给人的感

觉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天价粽

子”的出现，负面影响，实在不少。

首先，“天价粽子”的出现，会让传

统节日距离普通老百姓越来越远。不

管是清明、端午、中秋还是春节，之所

以能够流传千年，经久不衰，最根本的

原因就在于他们来源于民间，根植于

百姓。而当粽子、月饼等作为传统节

日具体承载物的东西变得价格昂贵，

让普通人难以企及，那么它们背后所

代表的传统节日，自然也就离普通人

越来越远。

其次，“天价粽子”让人们只看到

了传统节日物质化、商品化的一面，却

无意之中忽视了其社会性、文化性的

一面。不妨想想，当每逢端午节，大家

都谈论着生产粽子的商家又玩出了什

么新花样；每逢中秋节，大家都感叹于

某款月饼又刷新了去年的“天价”，还

有谁去注意这些传统节日本该有的传

统形式、文化内涵、节日氛围？“天价粽

子”喧宾夺主，“端午文化”必然没有立

足之地。

最后，“天价粽子”，助长了社会不

良风气，增加了公众对节日的反感。

所以说，“天价粽子”、“天价月饼”

的出现，不单单是毁了粽子和月饼，更是

毁了它们背后所代表的传统节日。为

此，除了希望商家增加社会责任感，增

加对传统节日文化与价值的尊崇之外，

也希望政府多些必要的规范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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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别让“天价粽子”毁了端午文化

河南中牟县村民王彦财到

派出所咨询案件进展时，多次

遇到办案民警工作时间在被窝

里办公，此事被戏称为“被窝

里办案”。前天，中牟警方称，

“被窝里办案”的涉事民警已被

关禁闭。（6月9日《京华时报》）

谁都有迷糊的时候，民警

也不是铁打的，偶尔不舒服，

带病坚持工作，在被窝里签个

字，可能还会被人们认为是轻

伤不下火线，职业精神可嘉。

可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

事，村民在不同几天的不同时

间里，这名民警都在被窝里办

公，而且在 8 时 30 分依然没有

起床，并拒绝开门，这显然是

有问题了。

身在职场，起码职业道德还

是要有的，别说是警察，任何一

个行政部门在工作时间，也不能

这样办公。这是对别人不尊重，

也是对自己不尊重，更是给自身

行业抹了黑。

被窝里办案不仅仅是工作

态度问题，更看出一个人的道德

素养。稍微具有文化内涵的民

警断不可能做 出 如 此 低 级 之

举，民警要为人民服务，更要注

意自身形象，其实这并非过分

的要求。对“被窝里办案”民警

仅以关禁闭了事显然处罚力度

过轻，现在人们的疑问是，民警

队伍里出现这种无组织、无纪

律的做法，到底还配不配做一

名人民警察？

“被窝里办案”民警，不能禁闭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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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陕西省招办了解到，6月8日下午

陕西高考英语考试过程中，许多考点反映B卷

第 36 题答案选项 C、D 两项重叠。英语考试

结束后，命题专家组就此事专门做出致歉说

明。命题组正在对这一失误进行认真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向陕西省招办提出处理意

见，原则是不让任何一个考生吃亏，切实维护

考生利益。（6月9日新华网）

不让任何一个考生吃亏，听起来好像很

公平，然而，真有这样的完美补救方案吗？可

能的方案有三，一是全部算错，这显然不公。

二是全部算对，这也未必公平，可能会让有竞

争优势的考生，失去了竞争优势。让不会做

的或做错此题的考生，凭空得利。三是此题

不计分，这与第二种差不多，同样会对有优势

的考生不利。

毫无疑问，高考试题出错，对考生而言不

可能有完美解决方案，出错就意味着公平受

损。对于这一点，高考命题专家组应该正视，

不要轻描淡写，要以此为戒，查找问题，弄清

责任，不能仅仅止于道歉。

这些年，我们一些考试出了问题，有关部

门仅仅道歉了事，毫无责任追究。有些甚至

连道歉都没有，2012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会委员葛剑雄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要求教育部

就考研泄题事件道歉，得到的答案是“严格按

法律惩处，绝不姑息”，却并不道歉。这种不

敢正视自身问题的“鸵鸟心态”，不利于维护

教育公平公正。

但纯

高考试卷出错
不能止于道歉

厦门公交纵火案震惊全国，嫌犯陈

水总的作案动机也很快被查清楚了：警

方在其家中查获遗书，证实陈水总因自

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这个结论基本与此前网上流传的陈水总

的“自白”相印证。而媒体调查更让人们

对陈水总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自私、内

向、古怪、孤僻、“爱找碴”等等。（6月9日

《新京报》）

诚然，一个报复社会的人总是有其

性格基础的，陈水总用公交车上纵火这

种极端疯狂的方式，戕害了 47 条无辜的

生命，可谓丧心病狂人神共愤。造成嫌

犯纵火动机的“生活不如意”，丝毫不值

得同情。正如媒体所指出的，任何人在

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权力和理由剥夺他人

的生命，对反社会犯罪，谴责必须是第一

位的。然而，愤怒的谴责总不能代替一

切，在谴责之后，社会难道没有一点需要

反思的地方？

必须承认，陈水总的生活境遇是挣

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底层百姓的缩影：

蜗居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谋生的途径又

常被切断，为了户口、低保，不得不到处奔

波上访，但总得不到解决，但屡遭碰壁之

后，总难免对生活、对社会产生绝望感，极

个别者甚至会滋生报复社会的念头。

当然不能要求我们这个社会能够面

面俱到，毕竟社会的保障体系尚未发展

到不存在任何死角漏洞的地步，但是，我

们的某些制度安排的确存在着过于僵化

的地方。在该事件中，我们也许找不到

有关部门失职渎职的地方，毕竟，派出所

少写陈水总年龄纯属陈水总的一面之

词。但是，倘若有关方面在处理该事件

的过程中能够多一份耐心，少一些推诿；

多一些善意的言行，少一些冷言恶语，或

许还不至于令陈水总愤懑难平，转而报

复社会。

厦门公交纵火案：谴责之后仍需反思
辛木

热点冷评

媒体盘点县委书记落马原因：贪污

受贿耍酒疯

在近年来落马的县委书记中，贪

污受贿已成为最主要的原因。群体

性事件处置不力，突发事件应对不当

也都可能导致乌纱帽不保，如河北蔚

县原县委书记李宏兴因瞒报矿难获

刑 13 年。最奇葩的落马理由还有耍

酒疯。

解放军中将：微博已成为极端及反

体制言论集散地

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

授李殿仁中将在接受采访时称，微博作

为重要的网络平台和新媒体窗口，汇集

了各种思想和思潮。如何甄别信息、厘

清思想、引导思潮，需要我们客观、科学、

深入地进行研究。

非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