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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上网，也请给线下留些票
□耳东每

随着Z字头和T字头陆续实现网
上售票，中国铁路客服中心网站近
日悄然出现了K字头列车车票互联
网售票的提示，据悉目前网购只支
持K1-K500次列车。用手指点击鼠
标来代替几个小时的寒风中排队，
这对于不少在外工作的朋友而言是
一个福音；然而，这对于春运中的大
群体农民工兄弟而言，未必是一个
好消息。

全面的网上购票是 铁 道 部 在
2011年推出的服务，新措施之下购
票者产生分化，自然也会引发新问
题。对于习惯了网上购物的网友而
言，网上购票毫无难度可言，因此我
们可以说“ 早就该这样了”；然而，
并非所有的人都会网上购物，甚至

很多人不会上网，在大城市打工的
农民工就是这样的群体，而且他们
是每年春运的主力军。我们可以想
象一下，当掌握熟练技巧的大学生
在网上轻轻一点就拿到车票的同
时，就意味着有一个排队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几夜的农民工就不得不面
对失望。

我们从来不否认“ 网上购票”
的便捷和高效，然而在春运这个特
殊时期，普通人网上购票的高效，其
实正等同于民工失票的高效。从人
性化的角度考虑：在运力矛盾依旧
紧张的现阶段，在春运这个时期即
使把一半的车票搬上网络出售都是
不合适的，也是缺乏相对公平的。另
一方面，当“ 网上购票”因为“ 一证
一票”限制了黄牛的发挥，后者势必

更加疯狂地在春运阶段侵袭线下不
和身份证挂钩的非动车、高铁票来
挽回暴利，这对于农民工的买票难
而言是雪上加霜。

作为媒体，我们见过太多那些
在窗口前欲哭无泪的面孔，冰雨夹
着雪花中那一幕幕多少令人感到
心酸。这些为城市建设而忙碌的外
地同胞，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公
平。没能掌握“ 网上购票”并不是
他们自己的错，这本身就已经是一
种不公平的结果，我们不该让这种
差距人为地扩大化。所以，希望铁路
方面充分考虑到这些弱势群体，为
他们在线下多留一些火车票，为他
们更严厉地打击一下黄牛。即使是
几张票的调拨，温暖的会是几个家
庭的心。

□金真
《 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

稿》 今日将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上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
见稿明确规定，影院不得在向观众
明示的电影放映时间之后放映广
告。否则，将由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 据《 新京报》）
去过电影院的观众都应该深有

体会，电影开始前，往往先是商品广
告，还会附加上四到五部近期将上
映的电影预告片。等这些放完，已经

过了十多分钟。
影前广告和电视广告有着本质

的区别，现在的电视广告随着主管
部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在广告上
方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倒计时，观众
可以在这段时间内自主选择或是看
广告、或者转台，等时间差不多了再
转回来。可电影广告却不同，我国现
行法规中尚无对电影播放时广告的
播出次数、时长等方面提出具体要
求，看电影广告时不能转台，观众只
能被迫去看。这是商业上的成功，却
是观众的悲哀，说得难听点，这等于
是对眼球的强暴。

而这次出台的电影促进法意见

征求稿却是站在了民众的立场和角
度上，以观众为本，以商业为次，对
电影广告首次提出了明确的限制要
求。电影开始之前放一放广告，是商
业的需要，也是对电影和影院整个
产业链本身的支持，这一点相信观
众不会有什么意见，但说好几点开
始播放，就应该要言归正传，播放该
放的、观众想看的东西。

在盗版光碟如此盛行之际，仍
旧花钱买电影票的观众，电影产业应
该感到感动，应该更呵护这些忠实的
观众。电影限广告不仅仅是对先进文
化发展的应景，更是电影产业对每一
位买票入场的观众的基本尊重。

□黄定都
密云县县长王海臣昨日称，密

云将在巨各庄镇蔡家洼村建一座占
地千余亩的欧洲建筑风格英语城，
开放后，进入英语城就像出国一样，
进城后不允许说汉语，该城将成为
北京最大欧洲风情小镇。

（ 据《 新京报》）
有人直呼，这不是在搞新的“ 租

界”、“ 国中国”吗？倒并非如此，这
只是一个旅游项目，不是一个专门

面向在华外籍人士的住宅、生活区。
但—定程度来说，还的确是在打“ 崇
洋”牌来盈利。

其实“ 英语城”韩国也有，只是
当作外语学习基地来经营。国内的一
些英语出版、培训教育机构有过类似
的设想。如外研社就曾构想建造一座
英语城，为中国人学习英语创造真实
的学习环境。但作为外语培训基地，
其指向性是很具体的，大部分人本
身就是抱着学习外语的目的去的，

自然不会排斥纯英语交流；而作为
旅游景点，它是面向广泛大众的，就
应该顾及到大众的情感。为什么要
说汉语就扣分呢，是不是对国人的
歧视？从景点的意图来说，这样同样
无非是为了保证语言运用的纯正，
维持此处的特色。只是采取这样的
强制手段很容易引发大众的反感。
很多人就表示，就连在国外也没有
哪个城市限制说汉语啊？不得不说，
不顾民众情感的创意其实是恶俗。

电影“ 限广告”是对观众的基本尊重

英语城办给谁旅游

□杨涛
“ 如不尽快采取措施，掌握大笔

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可能沦为新的
腐败高发人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检察院一位检察官日前发出警示：教
授们在科研经费支配上不乏混乱现
象，一些课题经费直接变成了个人收
入，而围绕科研经费甚至形成了一条
隐秘的腐败生态链，在这一链条上，
有教授，有财务会计，有科研仪器采
购人员⋯⋯

（ 据《 中国青年报》）
“ 天价内存条”“ 科研经费包二

奶”，种种有关科研经费的丑闻让教
授们蒙羞，但是，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
钱吗？恐怕并不是，如今的教授早就不
是以前的“ 臭老九”了;或者说他们道
德低下，恐怕也不完全是，为何有些教
授在一些环境下可以有骨气，有气节，
在另外一些环境下则成为了贪腐分
子。我倒觉得，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我们
科研经费拨付、使用等体制混乱，那些
锒铛入狱的教授未必就不是受害者。

科研项目与科研经费的立项与
拨付，充斥着行政化和长官意志。科
研立项与经费通常掌握在教育部、财
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手中，要
争取立项与拨款，要求高校必须长期
建立与掌握财权部门的良好关系。这
就催生了各地高校的专门跑项目的

“ 驻京办”，专门跑项目，然后是给别
人吃回扣的“ 项目老板”。在这种行
政化的项目申报体制下，能否完成科
研创新，取得科技上的突破恐怕是在
其次，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跑，有没有
关系，舍不舍的放下“ 孩子” 来套

“ 狼”。2003年，“ 汉芯”事件震惊全
国。当时的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
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 汉芯一号”造
假，并借助“ 汉芯一号”，陈进又申请
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
元的科研基金。如今，这种连蒙带骗
的所谓科研项目并没有绝迹。

科研经费的分配机制也有失公
开。比如在科研经费中给予人的报酬
比例很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政策局局长韩宇透露，在我国科研经
费投入中，劳务使用情况占23.6%，而
发达国家的比例则达45%。我国科研
人员人均每年劳务成本约为日本的
1/12，韩国的1/6。此外，项目验收的机
制也鼓励教授们变相花钱，“ 交项目
的时候，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因为如果
钱花不完，下一个项目有可能就拿不
到这么多了。”其中难免滋生腐败。

科研经费的使用监督机制更是
形同虚设。科研单位内部审计人员得
数量明显不足，水平参差不齐，知识
结构也比较单一，专业知识不够广
泛，无法真正做到合理公平的监督。
对于许多高校来说，只要教授能争取
到项目经费，高校领导就视他们为能
人，经费也视同为他们的个人财产，
他们如何使用在所不问。

有如此混乱的科研经费拨付、使
用机制，很难避免教授们钻项目中饱
私囊。因此，我呼吁尽快推行高校科
研项目、经费改革，完善制度，去行政
化和长官意志，这不但是为纳税人的
钱用在刀刃上考虑，同时也是拯救教
授们于水火之中，毕竟他们作为知识
精英，也是社会的财富。

□文国庆
4位农民工乘坐贵州遵义10路

公交车去火车站，先是被头一辆车拒
载，上了后一辆车，4人却被收了30
元车票钱，而该路全程不过每人1
元，司机和检票员表示这4人带了太
多的行李。

（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其实，农民工在公交车上像这样

被“ 欺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
乘车事件还是令公众愤慨，30元钱本
身或许微不足道，可抛给社会的善待
农民工、关注农民工权利的话题却是
沉甸甸的意义重大。

人社部的数据表明，目前全国农
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4亿。这个庞大的
群体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
贡献，他们往往从事着一些比较脏、
比较累的工作，却享受不到和城市居
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不仅
这些“ 实”的好处与他们无缘，而且

“ 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就隐含着歧
视。因此，农业部一位司长日前表示，
为了消除歧视，应该首先从称呼上就
下工夫，并建议以“ 新增劳动者”来
称呼农民工。

官员、学者乃至普通民众聚焦
“ 农民工”这个称呼，除了是对农民

工这个群体人身权益的关心，更是饱
含了对我国城市化道路和社会和谐
发展的关切。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建
造了更多的高楼大厦，还意味着农民
工的市民化、让农民工分享城市化的
成果。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陈淮甚至表示，什么时候“ 农
民工”这个称呼消失了，我国的城市

化建设也算是真正完成了。但目前的
现状是，广大农民工的主要经济来源
早已不是传统的种植业，但他们的身
份仍然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户籍在农
村，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
家乡之间来回迁徙———生产方式和
身份的割裂，造就了“ 农民工”这个
充满矛盾性的称谓。

和为农民工兄弟更改一个表面
的称呼相比，给予他们更加内在的、
实在的福利待遇才是更重要的。正像
那位农业部司长所说：农民工只要在
一个地方就业，就为所在社区创造了
财富，为所在地税收作出了贡献，其
本人及家庭成员就有资格享受所在
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

但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财力不
足的国情又告诉我们，指望一夜之
间完成城市化、让所有农民工一下
子享受市民待遇是不现实的，我们
必须多途径探索农民市民化的道
路，目前各地都在中央部署下进行
着有益尝试，比如浙江嘉兴的“ 两分
两换”（ 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承包地
换社保）模式，虽然农民还不能获得
足够的创业资本，但从赋予他们市
民权上，走出了第一步。刚刚结束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帮助他们

（ 农民工）逐步解决在就业、居住、
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的困难，
有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
户。”这一循序渐进推进城市化、改
革户籍制度的思路是符合我国现实
国情的。我们期待中国城市化的早
日完成，当然更期待“ 农民工”这个
称呼早日成为历史。

混乱经费体制 难保教授不“ 失足”

从“ 农民工”改名到推进城市化刘军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