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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让公车是民族优良传统

　　笔者家乡湖北荆
州又成热点，两个警
察冒着生命危险，驾驶
警车在高速公路上别停
民车，查验民车证件，
并谆谆教导：要礼让公
车！
　　网民炸了锅，一是
质疑警察动作危险，涉
嫌违法犯罪：你不怕牺
牲，万一把民车搞出个
三长两短咋整？二是质
疑警察无权在高速上查
证。三是质疑警察所说
要礼让公车，并搬出西
方那一套所有车辆路权

平等来说事。事情愈演
愈烈，目前尚没传出临
时工或罚酒三杯的常规
结局。
　　笔者是最讲家乡情
义的，当然免不了为家
乡警察说几句话，其它
且不论，单单涉及礼让
公车，这是有国粹性质
的优良传统的。
　　所谓公车，便是官
车。若在古时，或车或
马或轿，官员出行，是
有现矩的。
　　首先根据不同级
别，乘坐不同的交通工

具。清代三品以上官员
才能乘坐八抬大桥，相
当于眼下红旗 A8。
　　其次，要鸣锣开道。
清以前，官轿是甩鞭开
道，啪啪作响起来，百
姓就知道回避，仿佛当
下的警笛。在清代，不
同级别的官员，鸣锣声
响不同，有七下，九下，
十一下，十三下等等，
官越大，声响越多。
　　最重要的是，见到
官车，百姓要早早回避，
来不及躲开的，要趴在
地上，头也不能抬。

　　官车出行，仪仗整
齐威武，声势浩大，肃
静回避的牌扁高高举
起，看似劳民伤财，实
则大有必要，一可宣示
官威，显示特权，高
高坐在官车上，看着百
姓趴在地上，民车躲在
一边瑟瑟发抖，心里那
个酸爽啊！二可震慑百
姓，千万别冒犯官威，
否则轻者大刑，重者性
命不保。
　　这虽然是封建社会
的那一套，但是有的打
着反封建统治旗号的

人，也认为这是国粹，
不仅继承，还发扬光大。
比如太平天国东王杨秀
清出行，乘坐 32 抬大轿，
沿途百姓，必须背向道
路跪着，否则斩首，甚
至活刮。
　　或有网友一根筋：
那是古代，现在而今眼
目下，不同了！
　　笔者笑了：看结
果！
■首席评论员 李克炎

“自愿涨价”的听证会代表不了民意

　　说说涨价这个事，
最近各行各业都在涨
价，除了房地产。但有
些涨价总让你不那么舒
服。
　　比如，广州，水费
要上涨了，还开了听证
会，幅度不小，最低涨
幅超过 30%，最高涨幅
几乎翻倍。
　　而且，这样的涨幅
在所谓的价格听证会
上，几乎获得了一致认
可，17 名参加听证会的
代表，16 人无条件支持
涨价方案，仅有 1 人认
为涨价可以但希望少涨
点儿。
　　最终，17 名听证会
代表包括普通居民消费
者 9 名、非居民消费者
3 名、经营者 1 名、其
他利益相关方 1 名、人
大代表 1 名、政协委员
1 名、专家学者 1 名。
其中，7 名居民消费者
代表支持居民用水涨
价幅度相对较小的方案
二，9 名听证代表支持
非居民用水涨价幅度较
小的方案一。
　　对于这样的涨价方
案所带来的影响，在媒
体的通稿中，有这样的
表述：
　　水价调整会对居民
生活用水造成一定影
响。据测算，方案一的
第一阶梯居民用户（占
比 80% 以上）、第二阶
梯居民用户（占比 10%

左右）人均水费分别增
支约 3.2 元 / 月、6.4 元
/ 月，方案二的第一阶
梯、第二阶梯居民人均
水费分别增支约 2.5 元 /
月、5.4 元 / 月。关于第
三阶梯居民用户（占比
小于 10%），两个方案
对该类用户的水费影响
较大，人均月水费增支
约 20 元。
　　而对于非居民用户
而言，针对工业用户，
以 2023 年广州中心城区
工业用户平均每户用水
量约 839 立方米 / 月的
标准为依据，两套方案
价格影响工业用户水费
支出分别增加 923 元 /
月、1132 元 / 月。
　　而针对商业用户，
以 2023 年广州中心城区
商业用户平均每户用水
量约 204 立方米 / 月的
标准，两套方案价格影
响商业用户水费支出分
别增加 225 元 / 月、276
元 / 月。其中，预计餐
饮业水费支出分别增加
126 元 / 月、154 元 / 月，
理发及美容服务业水费
支出分别增加28元/月、
35 元 / 月。
　　于是，各大官媒纷
纷报道，听证代表支持
水价上涨，进而被默认
为老百姓也都支持水价
上涨。
　　这样一来，涉及到
民生领域的价格上涨问
题，从程序上就具备了

合法的正当性。
　　我在很久以前曾经
以记者的身份参与过类
似的价格听证会，其实，
这种听证会最大的作用
就是确认程序上的合
法。
　　可能很多人有一些
误解，觉得听证会上应
该有很激烈的讨论，甚
至应该有比较强烈的反
对声音才合乎情理。但
实际上并非如此，所有
涉及民生领域价格问题
的听证会，其目的是为
了让你们在既定的几套
方案中选择某一种，而
不是让大家讨论是不是
该有这样的方案。
　　通俗讲，价格上涨
是定好的，大家开个会
讨论一下到底怎么个涨
法儿。
　　当然，能够参与投
票的代表自然是经过
“精挑细选”的，讨论
的结果自然都在可控范
围内。有兴趣的你们可
以看看这样的听证会怎
么参与？我估计绝大多
数人都不知道，可能连
报名通道都找不到。
　　其实，广州做的
还算是透明度相对高
了，其他地区现在估计
连这样的听证会都懒得
开了。只不过，开与不
开都不影响结果的听证
会，到底有多大意义？
真的能代表民意吗？最
关键的一点是，如果大

家都反对涨价，是不是
就真的不会涨了？
　　我看未必！
　　我国几乎所有涉及
民生的都是垄断行业，
水、电、气，对了，还
有铁路和油，这些领域
的价格，民意的参与度
和决策度几乎是没有
的。
　　比如前段时间部分
高铁票价上涨，人家从
源头上就定了，不在价
格目录范围内，不需要
听证。比如油价，人家
有专业的算法，即使国
际油价再怎么变化，我
们都能让国内油价保持
一定的上涨，以至于曾
经有媒体用“群众喜迎
油价上涨”来表达某种
兴高采烈的心情。
　　而前不久轰动全国
的重庆、成都等地燃气
费暴涨事件就更为无耻
了，他们不需要听证会
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而是直接通过更换新表
后，错抄、多抄、估抄
等违法违规的方式，达
成居民实际使用费用上
涨的目的。最终，其背
后的企业华润燃气在重
庆的净利润暴增 824%。
　　其实， 像水、电、
气这种最基础的、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民生行
业，无论价格怎么涨，
作为百姓都没有任何选
择余地，但百姓对价格
的还是保持了较高的敏

感度。即使每月每人多
支出的十来块钱看似无
关痛痒，但综合到终端
价格的上涨，餐饮、酒
店、洗车、洗浴等企业
的成本必然会提高，所
有的成本依然会摊薄到
每一个百姓头上。
　　不仅广州，全国各
地的水、电、气都在涨
价，理由也是百花齐放，
但诸如这次广州听证会
上，有代表称调解水价
可以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居民节水意识等冠冕
堂皇的理由，实在是有
些居高临下了。您不如
就直接了当一些——目
前价格太低，政府补贴
又没有，无法覆盖企业
成本。
　　如此一来，就大可
不必大费周章地组织什
么听证会了，这样走过
场式的民意代表不了民
意，就连参与听证会的
代表都明白，同意与反
对都改变不了已经确定
的结果。
　　如此“自愿”涨价，
就像被强奸的少女，完
事后还要被逼着说，舒
服吗？何必呢？
　　以当下这种经济环
境，除了工资外，涨价
可能会成为各地常态，
百姓可以接受涨价，但
不能什么都被扣上自愿
和支持的帽子吧。
■首席评论员 朱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