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平

三大电信运营商自10月1日推出“流量
不清零”政策已有20多天，但消费者似乎
并“不买账”。反倒是，有些消费者纷纷在
社交媒体中吐槽，10月以来流量消耗速度太
快，如“9天用完了平时30天的量”、“1秒
用掉二三百兆流量”、“1天使用了近550MB
的流量”等情况，引发广泛关注。

舆论场中，反馈手机流量异常增加的
声音不时有之。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
流量收费标准下降后，自己的流量使用习
惯并没太大改变，但流量消费却噌地上
来，所以降流量收费，未必使许多民众通

信成本降低，却可能增加。此次运营商推
出流量不清零后，因许多网友密集反映流
量“消耗快”，该问题再次被摆上台面。

平心而论，在缜密查证前，将流量
“消耗快”跟不清零实施的节点联系起来，
或许失之主观，给运营商扣上“偷流量”
的帽子，也言之过早。

如果大面积的流量“跑得快”属实，
那问题可能也挺复杂：有的情况，不排除
运营商有猫腻，表面上降流量费用，实际
上堤内损失堤外补，通过计量做假弥补降
费后的损失；有些或是运营商失误造成，
如流量清零周期调整后，由于计费系统改
造时间紧，没做好调试，导致许多人流量
异常；还有些兴许是因消费者在使用中不
注意，比如手机被植入恶意软件，自动访
问网络导致流量异常。

这些情况尚需查究，但就眼下看，舆
论急冲冲地将气撒在运营商头上，跟运营
商对待此类消费纠纷时的草率和粗糙化处
理不无关系。从网民反馈和现实情况看，
运营商们遇到消费者此类投诉时，要么置
之不理，要么推卸责任，在网上，随处可
见许多人投诉手机流量异常却无果而终；
有时运营商还采取息事宁人态度，对于流
量异常投诉或直接退费，或额外赠送流量
进行弥补。这般和稀泥的做法，表面上解
决了问题，却并没让消费者信服，反而认
为运营商因心虚而捣鬼。

更为重要的是，运营商们的流量计费
系统到底是怎么设计和运作的，这一计费
系统由谁来监管、如何监管，公众对此几
乎是一无所知。一方面运营商内部掌控着
流量计费系统，另一方面，作为企业，运

营商有追逐利润的动力，在此情况下，流
量计费的公正性如何让人信服？

对于公众“流量不清零后消耗快”的吐
槽，运营商们别只是澄清。对于类似的投诉，
运营商应建立起规范的处理机制，对于每一
起流量异常的成因，都应调查清楚，给民众
看得见的公正。从监管层面讲，对于流量消
费这样一种新型消费，目前监管手段显然没
有跟上，此外，流量消费作为通信消费的一
种，监管权力较分散，由通信和质监两家掌
管，其日常的监管情况公众也并不了解。所
以，将监管权力有效整合，并动态公开监管
过程和结果，这才有助于打消公众顾虑。

总之，流量不清零后，公众获得感很
弱，反而觉得跌进“偷流量”陷阱，一个
惠民政策引出这样的“故事”，相关各方需
要好好想一想了。

流量不清零后“消耗快”，谁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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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中

对于70后80后来说，他们上学的时候
除了交学费需要家长操心，其他的几乎不需
要家长操心。如今，70后80后的孩子基本
也都已经上学，原本以为把孩子送进学校任
务就完成了，但是他们发现，现在的学生和
学校已经和自己上学那会儿完全不同了。
（10月26日《枣庄晚报》）

“家校合作”热潮兴起，让家长参与孩子

作业原本是好事一桩。通过辅导孩子完成
作业，家长了解了孩子的学习动向，不仅让
孩子得到锻炼，也促进了亲子关系，本无可
厚非，但各类名目的作业层出不穷，也让家
长和学生头疼不已。笔者一次陪孩子做数
学作业，其中的弯弯绕绕让我这个大人也有
几分迷糊。倘若大人不帮忙，孩子估计是想
破了脑袋也给不出正确答案。其他家长也
说，辅导孩子学习早已成了他们的重任，字
典电脑总动员，爸爸妈妈齐上阵是家常便
饭。

除了正常的家庭作业，还有各种手工作
业。孩子的能力达不到要求，家长只好硬着

头皮上阵。笔者孩子的同学参加一个学校
级别的绘画比赛获了奖，大家向他表示祝贺
时，小家伙不但不高兴，还对他妈妈甩起了
脸：“有什么好祝贺的？大部分都是你帮我
画的！”所以说，千万不要让“家校合作”演变
成考核家长软硬实力的“闹剧”。

超出孩子能力范畴的繁重家庭作业，看
似能够激发孩子的创造性，却更容易适得其
反，让孩子当作负担并假手于父母，不仅失
去了锻炼孩子的本意，还润物无声地教会了
他们欺骗与依赖。

家校合作值得称赞，但请勿让孩子的家
庭作业成为家长们的“比武场”。

勿让家庭作业成为家长的“比武场”

百姓说话

睡觉收费？

朱昌俊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26日对记者表示，
23日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的“最大份炒饭”
挑战活动由于存在浪费食物情况，其挑战纪
录无效。（10月26日新华网）

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官方正式回应前，扬
州的“最大份炒饭”就先在舆论场遭遇了沸沸
扬扬的争议。从是否浪费到是否炒作，从有
无必要到创意贫瘠，“最大份炒饭”的眼球效
应和话题性确实赚够了，但由此带来的是否
全是正面形象，却不得不打上一个疑问号。
而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最终将该记录认定为
无效，对于参与的各方来说，这碗最大份炒饭
吃起来，恐怕就更显得五味杂陈了。

“最大份炒饭”被宣布记录无效了，但还
有多少本就“无效化”和病态化的吉尼斯纪录
有待鉴定和还原呢？这些年在中国有关吉尼
斯纪录的挑战层出不穷。最大的月饼，最重
的咖喱饭，人数最多的相亲会……其中最显
著的特点是拼数量、拼规模式的人海战术。
看起来，这些记录的申请成功，蕴含了申请者
的各种精心组织和谋划。但就记录价值而
言，却愈发存疑。简单的道理在于，这类记录
中的绝大多数，都只需建立在一定的财物和
资源的投入之上即可完成，任何地方和商家
只要有心，都可以做到，唯一的区别是愿不愿
意做而已。既然如此，又何以有“挑战极限”
之价值？

“最大份炒饭”因为存在浪费情况而被吉
尼斯官方宣布无效，而在社会视角下，即便该
活动不存在浪费情况，也同样难逃诟病。吉
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表示，该纪录对大型食品
类的记录有严格规定，要求用于挑战的食品
最终均为供民众食用，不得有任何浪费。在
这个标准来看，那些动辄以重量和规模来创
造的食品类记录到底有无浪费，其实都值得
疑问。这次的“最大份炒饭”挑战成绩是因为

“不道德”记录而被取消，而那些更多有权力
参与的申请行为，其所面临的质疑，恐怕就不
仅仅是“道德”上的问题了。

“最大份炒饭”挑战被宣布无效，那些各
怀他念的申请行为和热情也该降降温了。

还有多少无效的
吉尼斯记录

网言个论

华文

10月24日，广西的黄先生开车走
高速公路从南宁回凭祥，因为两个多小
时的路程用了五个小时，下高速时被索
要超时费。黄先生蒙了：在服务区睡了一
觉，还要收费？不但如此，收费站还查出，
今年以来，该车已累计超时20次，需补
交超时费2400元。黄先生更蒙了：超时
要收费咋不早说？公路方称，最近排查走
私才发现的，否则会提前告知。

虽然公路方面称收费有文件为凭，
但司机连睡一觉都得开票，是不是有点
过分？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西班牙服装巨
头Zara创始人超越比尔·盖茨成为新全球首
富。他 40 岁创业，资产 800 亿美元，过去
十年股价增长570%。优衣库创始人也是日
本首富！显然，那些试图颠覆传统行业的
人是“无知者无畏”，如前几年说要收购
LV 的“某客”。慎言颠覆，对传统行业理
当心存敬畏。转型不必推倒重来，而是立
足行业属性、商业链条、企业DNA进行重
度创新！

@苏渝：创业板股票的大涨，理由无
非几点，如集中在新兴产业，代表未来经
济发展的方向，流通盘小易于资金掌控，
政策扶持，创业板次新股的比价效应等
等。问题是，什么事情都有限度，创业板
股票由涨转跌何时来临？其实谁都没底。
所以冷进热退，是到关注补涨股的时候了。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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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平（本报）

10月13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
国总部，艺术家韩美林被授予“和平艺术家”
荣誉称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作为已
经八十岁的老人，经历了很多事，也很淡定，
毁与誉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并忠告年轻人不
要瞻前顾后，更不要有一点成绩就互相吹
捧，你是大师，他是大师，要他说都不是大
师，给加一个字就是“大师傅”。艺术无止境，
你只要专心埋头拉车，一抬头就可能走到了
世界舞台上。

提起韩美林，我们就会想起动感飘逸的
北京奥运会会徽，人见人爱的北京奥运会吉
祥物福娃，但他却一再强调让人千万别叫什
么大师！他说大师就是“大师傅”，他知道自
己是怎么来的。

作为一位多产的艺术家，他从不把大师
和大众看作对立面，他常说艺术家与人民是
鱼水关系，艺术家远离人民之时就是他江郎

才尽之日。韩美林时常反观自己，反观那些
在都市里被画廊、拍卖市场和媒体的镁光灯
养惯了的“艺术家”。他也时常自忖：“我们
算‘人民’的艺术家吗？是不是成了‘人民
币’的艺术家呢？当前某些‘艺术家’只顾赚
钱，不去做学问，全然忘记了中华民族艺术
的巨大财富就寓于民间艺术中。不体验生
活,仅陶醉于冠冕堂皇的称呼里，有意义
吗？”为此，他特意组建了“艺术大篷车”规划
行程3万6千公里甚至更远，在火热的基层
和群众生活中寻找艺术创作灵感……

有句俗话说，低头的稻穗，昂头的稗子。
越成熟越饱满的稻穗，头垂得越低。只有那
些果实空空如也的稗子，才会显得招摇。与
韩美林一样，国学大师南怀瑾提及自己，总
是相当谦虚。即便是生命前夕的最后一次告
白依然没有例外。他说：“大家都叫我‘老
师’，我不承认我是老师，真的不承认，没有
资格。大家叫我老师，那是客气话，是个代
号。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讲到这个
问题，所以不敢用学术观点做老师那么带下
去，带下去涉及的问题很大了。”因此，他对
自己一生的结论和评价是八个字——一无

长处、一无所是。
其实，人生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

既然选择将艺术作为终身事业，就应该对其
“风险”认识清楚。这个职业绝不只是意味
着鲜花、金钱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真正的
艺术家和真正的科学家一样，过的是默默无
闻甚至有点枯燥的生活。艺术家要是迷失
在“人民币”里，一味追求金钱享乐，那真是
有点愧对“艺术”这个词了。去年十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
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
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

人们对木匠、瓦匠称师傅，对石匠、铁匠
也称师傅；也有人称大师傅者，大厨也。艺
术家韩美林自比“大师傅”，无论是木匠、瓦
匠、铁匠、厨师，一旦能成为“大师傅”者，就
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但要真的成为大师，
的确需要广泛的历史的公认而不是自封和
吹捧，还是脚踏实地当好群众的“小学生”，
心无旁骛地追求艺术的真谛，恐怕才是韩美
林的意思。

感叹艺术家韩美林自比“大师傅”

晚报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