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天 ， 许多北京人都在议
论南锣鼓巷已经没了京味这档子
事， 媒体上也有刊载。 200余个商
家中， 仅有京味商家12家 。 到国
庆节期间的10月2日， 这里的游客
量就达到了10万人次 ， 都快赶上
故宫和颐和园了。 在这条胡同里，
从吃的到喝的 ， 从穿的到用的 ，
从玩的到看的基本上都和京味不
沾边。 伙计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
音在吆喝着买卖 ， 满街筒子的外
地游客人挨人地往前蹭着前行 ，
在领略着具有悠久历史的 “京味
文化”。 无疑， 南锣鼓巷已经演变
为商业一条街了 。 前有车 ， 后有
辙。 后海、 前门大街 、 大栅栏西
街已经在前边摆着呐。

究其原因， 我想无外乎有三。

一是凡大面积地把原来用于
居住的胡同设计为京味文化一条
街的举动都离不开商业化操作 ，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不能做赔本的
买卖 ； 二是一旦原住民离开 ， 由
外地人经营 ， 京味就开始淡化 ；
三是人气越旺 ， 租金越炒越高 ，
微利店铺扛不住了 ， 就得转让 。
炒肝包子豆汁根本在此无法立足。

好在有700年历史的南锣鼓巷
及周边历史遗存作为北京市25片
文保区完好无损地存在着 ， 昔日
王府和达官贵人的大宅门和老百
姓的小院依然保护得十分完好。

任何文化都有其沿传性 ， 随
着时间推移和社会演变而发生变
化， 京味亦是如此。

□许庆惠

面对消退的京味 别大惊小怪

白杨林： 在某地的一次 “三严
三实” 活动工作会议上， 一位领导
干部声色俱厉地指出： “‘三严三
实’ 必须严字当头， 落到实处， 一
些党员干部在活动中出现 ‘民情笔
记’ 由他人代写的情况， 是不严不
实的表现 ， 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
把 “民情笔记” 当形式， 使本应充
满与群众之间深厚感情的 “民情笔
记” 变得虚情假意。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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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景区降级摘牌
需要成为常态

谢庆富： 对危急病人和重伤者
来说， 畅通的应急车道就是 “生命
通道”， 救护车可以通过应急车道
快速到达目的地予以施救。 救命时
间快1秒， 病人存活的概率就相对
大一些。 救护车迟到一分钟， 病人
（伤者 ） 的生命危险就增加一分 。
占用应急车道， 害人害己。

占用应急车道
实在害人害己

■世象漫说

“百元粥店”
10月10日下午， 常州市物价局

发布了 “常州百元白粥” 的调查结
果称， 常州荔茵潮汕砂锅粥御园加
盟连锁店违反明码标价的规定， 物
价部门按处罚上限， 对该店方处以
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10月11
日 《现代快报》）

“民情笔记”
岂能虚情假意

□王铎

■长话短说

“来电显示”
不能瞎显示

□辛望

�互联网租车平台运营的 “专车” 将获得 “合
法身份”。 10月10日下午， 交通运输部对外公布了
《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和 《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两份
文件将 “专车” 这种出租车运营形式分类为互联
网预约出租车。

交通运输部的这两个文件无疑切中了当前租车
市场的要害， 那就是巡游出租车如何改革以及 “专车”
如何发展。 这里重点说一说 “专车” 的问题。

其实， “专车” 就是社会车辆经过一定许可
介入出租市场。

“专车” 的问题之所以非常敏感， 主要涉及
到两大症结： 一是如何限制 “专车”， 使之不与运
营出租车形成恶性竞争， 二是 “专车” 如何不变
成 “黑车”， 对消费者造成损害。

此次交通运输部关于 “专车” 的文件， 也主
要围绕这两大症结展开。 为了限制 “专车” 与运
营出租车竞争和防范 “黑车” 进场， 文件提出了诸
多限制条件， 比如 “专车” 必须取得出租车运营许可，
只能预约接单不能扫街揽活， “专车” 的定价要与
巡游出租车拉开档次等等， 至于要取得互联网租
车平台运营资质， 那准入条件就更加严格了。

总的说来， 政府部门此次为 “专车” 合法化
开了一个口子， 这是政府顺应市场发展的一大进
步， 但政府内心里的纠结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
纠结主要体现在政府在平衡诸多复杂关系时， 既
想面面俱到， 又难以忠孝两全。

比如， 私家车兼职干一干专车的活儿， 原本
是一件好事， 因为私家车自己承担车辆购置、 保
养、 保险成本， 还能增加运力， 灵活机动地为乘
客服务， 这是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的一大亮点。
但此次政府文件断然否决了私家车进入专车平台
的可行性。 政府反对私家车进场， 担心的是私家
车变 “黑车” 宰客， 可能对乘客的权益造成损害。
殊不知如果把监管的思路变通一下， 也许效果会
更好呢。 比如说， 私家车兼职搞 “专车” 业务，
可以进场， 但必须到互联网约车平台登记身份，
强制加入乘客安全保险， 遵守平台的价格指导。
一旦出现宰客或者违法经营， 可以由平台给予监
管， 情节严重者取消其终身进入出租车运营资格。
这样一来， 政府把 “专车” 与乘客之间的复杂关
系委托给第三方监管， 一可以卸下繁琐的监管包
袱， 二可以取得皆大欢喜的效果， 何乐而不为呢？

又比如说， 一些地方政府提出来， 为了防止
“专车” 抢运营出租车的生意， 其定价必须比正规
出租车高出一大截。 这样的规定确实是出于好心，
但却无意中违背了市场规则。 人家 “专车” 愿意
让利运营， 乘客乐享优惠， 凭什么不允许人家做
好事呢？ 政府类似的 “好心条款”， 粗看起来像保
姆一样照顾了一部分人， 实质上却费力不讨好，
也得不到广大乘客的点赞。

“专车” 市场之所以异军突起， 得益于互联
网+的技术的进步， 让广大乘客多了出行的选择。
政府的监管如果能稳稳地站位在广大乘客的位置
上想问题， 就能缕出思路， 从而走出 “不管就乱，
一管就死” 的围城。 如果还是沿袭过去监管出租
车的路子， 希望通过行业审批、 特许经营、 不服
就罚款的路子进行， 那就会让 “专车” 成为第二
渠道的出租车， 最终也难以激活互联网时代共享
经济的好处。 我们欢迎政府部门加大对乘客权益
的保护力度， 坚决打击 “黑车” 宰客行为， 同时，
我们也希望政府部门把胆子放得更大一点， 改革
的尺度放得更开一些， 让互联网+的优势得到更
大程度的释放。

肖华： 自从旅游景区开展A级
评定十几年来， 对5A级景区最严厉
的处罚是严重警告。 此次山海关被
摘5A， 是自2011年国家旅游局启动
对既有星级资质的景区暗访工作以
来， 第一次取消5A级景区资质。 只
有严格管理， 一些景区才会重视建
设和服务。

“手机来电显示 ” 是指手机被
呼叫时， 显示主叫号码的功能。 记
者调查发现， 各地运营商不仅从未
披露 “来电显示费” 的成本依据，
而且收费标准不一 。 与此同时 ，
“来电显示 ” 收费却不一定保真 。
以篡改 “来电显示 ” 方式实施的
“电信诈骗” 造成用户损失， 运营
商却几乎从不担 责 。 ( 10月 9日
《郑州日报》)

按照当今的技术手段， 来电时
显示电话已经是通讯设备的标配功
能， 用户通话前显示来电也是接受
通讯服务的默认选择， 更何况， 如
今运营商提供 “来电显示”， 也不会额
外产生什么成本。 这样的前提下， 对
这项通讯功能的最基本组成部分还
要单独收费， 显然有些说不过去。

如果运营商市场一天没开放 ，
“天价漫 游 费 ” 、 “网 速 虚 高 ” 、
“资费不合理” 等问题就会一直存
在 。 以电信服务为核心的运营模
式， 曾成就了语音时代运营商的辉
煌， 但是， 流量时代， 如果运营商
不寻求服务的升级和技术的革新，
继续坐受垄断之益， 那么等待运营
商的将是前途的迷茫。

从长远来看， 资费的下调、 服
务的提升， 是大势所趋。 运营商的
算盘应该打在个性化需要设置和用
户体验升级上， 通过灵活设置的套
餐， 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等方式
来获取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如果固
守用户不肯舍弃的 “刚需” 服务作
为自己的摇钱树， 一旦市场发生变
化， 则会力有不逮。

□吴左琼
谁来管住绑蟹的粗绳？

宁波人爱吃蟹， 家人团圆朋友
相聚 ， 白蟹 、 青蟹 、 大闸蟹都是
少不了的餐桌美食 。 可中秋节前
后， 记者连续接到好几位读者的
电话， 对青蟹绑绳过度很是气愤。
“我妈从市场买回两只青蟹， 每只
青蟹的绳子达30多米 ， 这到底卖
的是绳还是青蟹 ？ ” （10月 10日
《现代金报》）

绑蟹绳分量占据相当大的比
重， 有的简直跟螃蟹体重不分伯
仲， 由此引发的吐槽可谓由来已
久， 十多年前 “宁波买青蟹绑绳
竟比青蟹重 投诉却答 ‘不好管 ’
的报道 ” 就曾引发广泛关注 ， 然
而， 从粗草绳换成粗布绳 ， 再从
吸水橡胶绳换成吸水商标带 ， 绑
蟹绳在不断 “与时俱进”， 替螃蟹
“减负” 的矛盾却一直没有解决 。
螃蟹是否过度包装 ， 法规层面缺
乏统一标准。 可2004年质检总局、
工商总局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 》 明确规定 ， “称重
范围小于等于2.5千克的海 (水) 产
品， 负偏差不得高于5克， 经营者
不得将包装的重量计入商品的重
量”， 可见事实并非如此。

螃蟹穿重装成 “行规”， “经
营者不得将包装的重量计入商品

的重量 ” 的国家法规 ， 却因为没
有特别针对螃蟹做出细化规定 ，
显示出相关法规有必要适应形势
要求修订完善 。 既然已经成为一
个令各地监管部门无所适从的普
遍性问题 ， 何不从立法层面就此
做出明确规范？ 有必要提及的是，
泰国、 新加坡等国家规定捆绑螃蟹
要用几乎不占分量的很细胶丝， 为什
么我们不可以 “拿来”？ 粗重蟹绳横
行霸道多年， 众部门一直束手无策、
无所作为 ， 令消费者维权无门 ，
到底谁之过？ □范子军

“专车”改革的尺度
还可以放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