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童
据调查，国内超半数用户实际

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
义宽带速率。业内人士称，国内多地
宽带运营商从上一级运营商购买宽
带，再转售给用户牟利。为获得最大
利润，宽带公司常用共享带宽冒充
独享带宽。 （ 据《 新京报》）

宽带缺斤短两、网速严重偏慢的
现象绝非个别，类似的质疑其实也早
就屡屡听闻。只不过，这次是因着央视
调查的“ 权威发布”，“ 宽带不宽”的
老症状，才又被当作“ 新病情”而引人
吐槽。这当中，人们最最不愿面对的

“ 真相”是：某些宽带公司的业务员终
于透出内幕，宽带网速达不到承诺标
准，已成行业内的一个普遍现象。

“ 宽带不宽”何以成了“ 业内行
规”？哪怕回应的理由有着千万条，
我看都不敌运营商们最不想说穿的
一句话———中国的宽带用户最好忽
悠与糊弄！上菜市场买菜遇到缺斤
少两，还能理直气壮地前去要求补
足分量；可到了“ 宽带行规”那儿，
收你的是“ 最高宽带”的资费，即使
明知“ 货不对板”，也难找到维护消
费权益的宽畅门路。

“ 宽带不宽”看起来是运营商
家鱼龙混杂，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可
说到底，却也映衬了相关监管执法
部门的睁眼闭眼、得过且过。按理
说，你运营公司收了承诺用户网速
标准的费用，就得保证提供与之对
等的宽带服务。然而，当国内超半数

用户实际宽带下载速率已被“ 截留
克扣”了，管理之手还是那么的软弱
无力，能怪公众指责你们“ 两眼一抹
黑”、“ 出工不出力”吗？

“ 宽带不宽”的网络瓶颈现象，
还反映了国民精神文化待遇和权利
的双重缺失。在不少发达国家，宽带
建设与网速提升，是政府部门必须高
度重视和强力确保的考核要素。而在
我们的不少地方，尽管也会时常提上

几句“ 加强网络建设”的话，却往往
有意无意地疏忽了，其中的关键一
项，应该是不容含糊的“ 网速建设”。

共享带宽冒充独享带宽，名义
宽带就是“ 收费宽带”———正如网
友愤然议论，天底下这么美妙的事
情，也许只在咱们这儿还能快活存
在，且渐渐成了“ 业内行规”吧！给
公众一个测试真实带宽与网速的条
件，其实可能比家里用电安个电表

还容易，为什么网络运营商们胡乱
获利了这么久，相关监管部门连个
这样的脑筋都不想动一下呢？！

确实，说到解决现实社会中的
种种难题，人们常会听到一句“ 需要
综合治理”的说辞。但是，说一千道
一万，还不如实实在在地瞄准目标
埋头干起来。人们完全有理由希望，
这样“ 事实治理”，能够以最快迅速
看到真正的成绩与实效。

“ 空气质量罚单”
最终究竟谁“ 埋单”？

□吴江
今年9月份，西安市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为28天，较去年同期减少
2天。雁塔区、莲湖区、碑林区等17个
责任单位被罚20万至60万不等，共计
罚款600万元。

（ 据《 华商报》）
当空气质量空有达标的规定，不

达标却无需承担任何后果，所谓空气
质量的改善，环保目标的落实，当然也
只能镜花水月。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环
保责任直接落实为经济层面的奖惩，
甚至细化到直接与空气质量优良的天
数挂钩，相比此前在环保责任上玩

“ 过家家”游戏，当然是一种进步。
但是，当被罚的17个责任单位，

居然是雁塔区、莲湖区、碑林区等区
级行政机构时，这样的罚单，最终究
竟由谁来埋单？恐怕值得追问。假如
仅仅是从行政单位的公共款项中列
支上述罚单，而行政单位又依赖于财
政拨款，罚来罚去，玩的恐怕都是纳
税人的钱，如此罚则，究竟能起到多
少警示效用？

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当然需要
问责，但是问责显然不能只是针对行
政单位，更不能简单地由行政单位缴
纳罚款了事，毕竟，行政单位作为执行
机构，作为财政供养者，并非独立的经
济体，当然也就不宜作为行政性经济
处罚的对象。真正的问责制，必须有了
责任人，才有望到位。如果空气质量不
达标的天数多一天直接挂钩责任单位
官员的工资奖金，或是直接事关官员
头顶的乌纱帽，显然要比对区级责任
单位的高额罚单要立竿见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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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点名”的是非之争

》一吐为快

□丁烨
高等学府的课堂是不是应该点

名？这个颇让人矛盾的问题日前因一
位复旦大学的政治课老师，又一次进
入了人们的视线。复旦某教师一则上
课课件公开宣布“ 复旦教室应有允
许学生翘课之气量”，因而认为学生

“ 来或不来，悉听尊便，无须请假”
（ 见本报今日B05）。当这则课件在网

上流传开来，意料之中得到了众多学
生的热烈拥护，同时也遭到了许多同
行的非议，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违背
了教师准则，不应提倡。

笔者注意到，在这位复旦老师的
这一番“ 豪情壮语”中，有一句话颇为
有趣，那就是“ 靠点名来强制学生肉身
出席，既无任何意义，也不是复旦教师

的光荣”。“ 肉身”这个词惹人玩味，过
来人们想必都能够回忆起，因为课程
教师喜好点名，因此学生们不得不肉
身到场，思想离席。这样的到场除了填
满教室的座位之外，其实毫无作用。对
于所有崇尚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高
校，这样的课堂既令授课老师食之无
味，亦令学生味同嚼蜡。

持异见者提出的问题，也值得
思考。学生，特别是新生是否有辨别
课程质量之能力？不感兴趣的课程
是否依然要“ 肉身”“ 灵魂”悉数到
场？教师允许学生翘课是否违背了
教师准则？⋯⋯这一系列疑问，都落
在“ 点名”的必要性之上。而笔者却
赞同复旦这位教师的看法，在高等
学府，不妨将“ 思想自由”的旗帜落

到实际的课堂之上，教师授课是义
务，学生上课与否却是权利与义务
的结合。倘若学生甘愿“ 自负盈
亏”，即承担不上课所带来的任何后
果，那么教师又何必去强调“ 点名”
这种形式？须知，来到大学的学生大
都已经成人，承担自己行为的结果
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

真正的大师不需要靠“ 点名”
来填补上座率，真正的大师风范是哪
怕底下坐着一个学生，他也似在向世
界宣讲。可惜中国的大师如今日渐
稀缺，在大学校园中，部分教师依然
秉承着中等学校老师“ 保姆式”的
爱，觉得“ 点名”是为了学生好，却忘
了这个举动其实是用一种间接强迫
的方式取消了成年学生的选择权。

所谓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归根
结底是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卓
尔不群的能力，完善其对事件的判
断力与认知。对高校来说，当务之
急，实则并非提高课程的上座率，而
是通过调查上座率完善课程的设置
与课程的质量。将权利交给学生，
不是洪水猛兽，只有无自信的老师
才会惴惴不安，而直面这些数据对
教学精进、师生互动有益无害。而
作为学生，踏进了大学校园，意味
着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开始，尊重自
己的每一次选择、慎重自己的每一
次决定，在每一份“ 自由”之中体
会尊师重道、学习如何善待自己的
权利，都将成为课堂之外尤为重要
的必修课。

黄河大桥收费
“ 旧账”还须算

□赵艳生
河南省交通厅召开关于黄河公

路大桥免费的新闻发布会：郑州黄河
大桥将终止收费，永久免费。2008年2
月27日，国家审计署审计结果显示：
总投资1.78亿元的郑州黄河公路大
桥，1996年已经全部还清贷款，违规
收费14.5亿元。

（ 据《 中国经济参考报》）
郑州黄河大桥自从1996年就已

经还清了贷款，违规收费14.5亿元，审
计出问题后，郑州黄河大桥却没有把
审计署的审计当回事，没有停止违规
的步伐，又继续违规收费了4年半的
时间，不知道他们一共违规收费了多
少。虽然郑州黄河大桥16年违规收费
有相关国家部门的审批，但仍然掩盖
不住违规收费的本质。如果是李鬼拦
路抢劫，那还有李逵来制止，而李逵
也干拦路抢劫的勾当，而且有着“ 合
法”的执照，民众就有口也难辩了。

现在，郑州黄河大桥虽然已经永
久免费，但是在对这迟来的正义鼓掌
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对先前郑州黄河
大桥已经违规收费16年的旧账也要
清算。要知道，做出免费决定，只是对
违规收费的终止，并没有对以往违规
收费的行为做出处理，也没有给公众
一个交代。公众想知道的是这些年郑
州黄河大桥总共违规收费了多少钱，
都使用到了哪里，有多少是真正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更重要的是，现实中
还有多少大桥像郑州黄河大桥那样，
成为一些部门的“ 提款机”？

□乔杉
黄金周过去了，如果说此前是

人堵车堵的话，那么现在则是关于
黄金周的各种“ 盘点堵”。有媒体统
计了一下，如果玩遍国家旅游局公
布的国内136家5A级景区，仅门票
开销就高达22536元。

（ 据《 武汉晚报》）
这样的盘点也许有点意思，但

如果津津乐道，甚至“ 我的眼里只有
你”，则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黄金
周，旅游吸引了公众太多的视线。从
节前开始，先是高速免费，后是景区
降价，然后是各大景点客满爆棚
⋯⋯从政府部门，到公共媒体，再到
微博论坛，除了旅游就是旅游，似乎
这个黄金周就只剩下旅游了。

这是一个错觉。虽然黄金周期

间旅游的人很多，但必须看到，还有
很多很多的人宅在家里，并没有去
旅游。他们没有去任何外地景点，甚
至也没有到本地公园坐坐。这个“ 史
上最长黄金周”对于他们来说，显得
很简单：睡几个好觉，读几本好书，
看几部好电影，拜访几个好友，陪陪
父母家人过几天好日子⋯⋯这也是
一种过法，这种简单的黄金周，未尝
不时尚不前沿不快乐。

一个多元的时代，体现在过节
上，也应该多元。事实也正是如此，
旅游只是黄金周的一部分，甚至还
占不到主体。可是，我们把全部的视
线都给了旅游，似乎黄金周除了旅
游就没有其他了。当我们只关注旅
游时，也意味着黄金周旅游的不可
承受。有声音称，黄金周期间半个中

国在路上。个人觉得，这个数据玄之
又玄，即使真在路上，也未必都是旅
游。想想中国有9亿农民，还有那么
多城市低收入者。而一次旅游，特别
是全家旅游，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岂
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之重？真要是
有这么多人集体涌向景点，即使恢
复五一黄金周，恐怕也不能解决一
路难行、一车难停、一房难求、一饭
难吃之种种节日困境。

那些旅游的人应该关心，那些
不旅游的人同样应该关心。城市应
该做好两种准备，一种是接待外地
游客的准备，一种则是让宅居城市
的市民过好节日的准备。比如说，城
市的公共场所建设，特别是公共景
点和广场建设，图书馆、体育馆、文
化馆建设，能不能满足市民过好节

的需求。一个城市的吸引力，首先应
该口口相传于市民。如果连市民都
不满意，那用尽全身力气吸引游客，
就显得有点本末倒置。如果城市配
套完善，处处繁花似锦，那市民也就
不必都往外挤，宅在家里，虽然简
单，何尝不是一种快乐？

长假已经结束，未来正在路上。
在关注和盘点旅游时，还应该关注
那些没有旅游的人，盘点他们的过
节方式，问问他们这个节日过得是
否快乐。当我们感到集中旅游种种
弊病时，不妨也把视野投向那些没
有外出旅游的人；当我们问外地游
客是否幸福时，不妨也关心一下没
有外出旅游的市民是否幸福。一个
城市的真实水平，就体现在游客和
市民的综合感知上。

“ 宽带不宽”何以成了“ 业内行规”？

别把旅游当成黄金周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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