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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街谈巷议

《重庆晨报》载，前几天市民李先生在乘坐公交
车时，遇到一名年轻人在车上唱歌卖艺。虽然有乘
客当场对年轻人的行为表达出不满和反感，但是，年
轻人并没有就此收手。最后，有乘客因为难以忍受
车内的噪音，被逼下车。

卖艺乞讨，相信很多人都遇见过，或者也奉献过
爱心，哪怕真假难辨。我相信，大多人都认可这样
一种方式：你在公共场合卖艺，面前放着钱盒，我觉
得不错，便投几个硬币；觉得没兴趣，就径直走开。
双方都不会有心理负担。

但进公交车卖艺，气氛就不一样了。尽管车厢
仍是一个公共场合，但卖艺面向的人群是特定的。
哪怕有人戴着耳塞，或望着窗外，只要你没下车没跳
窗，那你分明就是对方表演的受众。许多卖艺者在
伸手要钱时，似乎占了先天的“道德优势”：给，是应
该的；不给，你就不厚道。

许多人认为这无异于一种强买强卖。也许有人
会问：许多城市的地铁已经禁止卖艺乞讨了，公交车
上怎么不禁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其实，早在2010
年已经有了这类征求意见稿，但到目前为止，仍未公
布施行。时间需要等待，但在这个法律的空窗期，并

不意味着对公交车上卖艺乞讨的默许和放纵。
卖艺者是买了票上车的。他的定位，首先是一

个乘客。但当他开启麦克风和音箱而开始演唱后，
他就是一个卖艺者。无疑，在不知对方是否会领情
埋单的情况下，采取高分贝音量表演的方式让人不
适，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

知名法律学者邓子滨在一篇名为《禁烟》的文
中，有一段精彩的解释：自由不是平等的，它有积极
和消极之分，积极自由应当让位于消极自由。引申
到车厢卖艺，就是：你有卖艺演唱的自由，我有不想
听的自由。

卖艺有卖艺的去处，车厢有车厢的用途，这两者
不能混在一起。在这里，“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观念
应该得到淡化，学会尊重别人也是自身道德的一种
修炼。

这里未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尊重法律固然是文
明的进步，但什么都要靠法律来监管，实在也是一
种悲哀。譬如，漫步在广场、公园的你，突然来了兴
致想放声高歌，可以，但前提是，不得侵犯他人免于
打扰的权利。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契合点，更多
的时候需要一种理性的常识和自觉。

近日，网络上的一组椰树椰汁广告引发争议：在
椰树椰汁的户外广告图片上，女性代言人衣着暴露，
露出丰满的胸部，配以广告语“椰树牌椰汁，每天一
杯，白嫩丰满”；而另一则网络视频广告中，多位胸部
丰满的年轻女性手捧椰树椰汁，说出广告语“曲线动
人，白嫩丰满”。这组被网友吐槽“辣眼睛”的广告，
同样也受到了业内质疑。食品营养专家指出，作为
普通食品却宣传丰胸功能，涉嫌违规。2月21日《新
京报》

新广告太污？其实，旧广告也不高雅。因这并
非椰汁广告第一次出现“辣眼睛”的广告，身为“国宴
饮料”椰树集团不止一次遇到普遍质疑，早在八年前
其就因恶俗广告遭到批评。时至今日，即便被网友
评为海南“最臭广告”，但在椰树集团官网的“广告欣
赏”栏目中，仍保留着“木瓜饱满我丰满”等夸大其
词、捕风捉影的艳俗广告。

我国《广告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广告应当真实、
合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第七条规
定，广告内容应当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并且“广
告不得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含有淫秽、迷信、恐怖、暴力、丑恶的内容“之情形。
椰树集团这种打情色擦边球的广告，已经明显违反
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污广告”无疑是对相关法
规的漠视，对广告规范用语的嘲讽，更是对公序良俗
的戏弄。

“国宴饮料”何以污广告傍身？源于低俗的广告
认知及业态氛围。一些经营商家故意用主谓不清、
语意含混的句子，利用文字的丰富联想，造成一个暧
昧“氛围”，别有用心地打擦边球广告，毫无顾忌地给
公众造成了视觉污染。

近年来，街头不时见到类似污广告，不怕不
“雷”，只有更“雷”，文字越暧昧，广告越“辣眼睛”，就
越具备话题性、争议性，就越能吸引眼球。一些商家
热衷于打出这种隐晦、给人不良暗示的污广告，无非
是以恶俗套路推广品牌和产品。

据报道，两年时间，椰树集团的产值不仅没有增
长，反而减少了4.3亿元。业绩下滑固然是由于饮料
企业普遍面临产品滞销、竞争激烈的压力，但也有着
品牌老化、缺乏创新的“吃老本”因素。面对销售萎
缩和品牌老化，椰树集团不是积极开拓市场，对产品
更新换代，而是想出广告炒作的馊主意，殊不知“污
广告”与椰树牌椰汁本身的“国宴饮料”定位明显不
符，也降低了椰汁行业的“老大”市场地位，对品牌不
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引发不少消费者反感。

据报道，椰树集团的广告不仅遭到公众舆论一边
倒的批评，还接连受到了地方工商部门的处罚。文明
社会、法治社会对恶俗的广告“污染”就应该零容忍。
严格落实法律法规，维护公共道德，坚决清除这类视
觉垃圾。而广大生产厂商、商家也应该明白，追求质
量与美誉度才是企业、商家做大做长远的基础。

“霸气局长”的“霸气”
从何而来

2月20日，就网传的一段以“正定霸气
局长：谁不听话就处理谁，把你揍个半死再
起诉你”为题的录音，当事人河北省正定县
现代服务园区市场管理局局长褚相国回应
称，录音内容部分有剪辑，录音谈话发生在
今年1月份，是他在训斥一位犯了错误的下
属时所说，并称此事县纪委已经介入。

2月21日中新网
读罢新闻，听完录音，隔着千山万水，隔

着厚厚屏幕，都能让人感到那种一手遮天、不
可一世的逆天“霸气”。厉害了，我的局长！

局长的“霸气”哪来的？一言以蔽之，
大权在握的“一把手”。该局长说得清楚，
现代服务园区市场管理局局长是他，市场
中心主任是他，旭海通市场建设公司董事
长还是他，“三位一体”，在其负责的一亩三
分地，他一个人说了算，什么纪律、程序、规
定等都可以无视。

说到底，“霸气局长”事件是一个老生
常谈的问题，即权力监督制约。十八大以
来，为把“一把手”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无论
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没少宣讲，更构
建了多种透明结实的制度笼子，党风政风
为之一新。但少数领导干部并未入心入
脑，依旧是“这里老子说了算”，处理一个下
属歪歪嘴就够了，连遮羞布都不要。

现实中，类似的“一把手”并不罕见，而
且一定程度上是公开的秘密。这说明一个
道理：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依旧
任重道远。 陈广江

“124根圆珠笔芯”
书写出的是什么？

2月20日，记者被微信朋友圈里两张
笔芯的照片震惊了。第一张笔芯照片的主
人是杭州文晖中学初一英语老师占卫兰，
都是红色圆珠笔笔芯，主要用于批改作业，
共25根，用完花了一学期。第二张笔芯照
片的主人是一名高三学生，共124根，主要
用于做习题，用完也花了一学期。

2月21日《钱江晚报》
一学期，一个孩子就使用了124根圆珠

笔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社会
现实的写照。

其一，这是题海战术的写照。这位学
生的 124 根圆珠笔芯全部是用在了做题
上。我们说好的素质教育哪去了？我们说
好的告别题海战术哪去了？这何尝不是教
育方式的迷失？

其二，这是考试模式的写照。学生把大
量时间用在了做习题上，是因为他们未来的
考试模式就是不断地答题。虽然说，题海战
术可以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经验”，但是也不
能不说这种“死记硬背”的答题模式是存在
问题的。高考模式不断改革，可是改了那么
久，我们依然没有脱离高考的传统模式。不
是说这种卷面答题一无是处，而是说进入高
等学府，还需要拓展更多渠道。我们不能总
是培养“高分低能”的人才。

其三，这是望子成龙的写照。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个家长的愿望，我们
这些凡夫俗子都不可能摆脱这种牵绊，谁
也不想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可
是，人生的成功究竟是什么？除了学历之
外，我们还该关注什么？我们不能放大“知
识无用论”，但是也不能任由“学历有用论”
走在极端的道路上。“半数中国富豪没有高
学历”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生的成功离不开
学历，但是学历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

“国宴饮料”何以污广告傍身？
斯涵涵

文明快评文明快评

公交车里卖艺也是一种侵权
马涛

前几天，广州市民陈小姐的
父亲患病在新海医院住院，因病
情严重需转院，谁知父亲刚刚抬
上救护车，车上的一名“医护人
员”就开口索要红包，如果不给就
不开车。还说这个红包是吉利的
意思，给了后，病就很快好了。新
海医院称，该救护车不属于医院，
属于救护车公司。

2月21日《信息时报》
给红包病人好得快？这可谓

是医护人员索要红包的升级版，
虽然新海医院矢口否认该救护车
不属于医院，但是，这其中脱得了
干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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