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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提交东海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
这是继公布钓鱼诸岛领海
及基准线后，中国从法律
上 对 日 挥 出 的 第 二 记 重
拳，意味着不仅钓鱼诸岛
及其领海、毗邻区、200 海
里专属经济区属于中国，
冲 绳 海 沟 以 西 的 大 陆 架
也独属中国。而且，最新
公 布 不 仅 击 破 日 方 沿 所
谓“中间线”平分东海大
陆架的单相思，还意味放
弃与日共同开发的“东海
谅解”。
——马晓霖（博联社总裁）

我不指望呼吁理性的
声音能说服真流氓，他们
本来就想砸车，他们本来
就想吃霸王餐，爱国只是
他们扯来的大旗。我只希
望理性的声音可以让盲从
者警醒，让没有出手而暗
地叫好的人们了解，打砸
抢烧吃饭不给钱是犯罪是
混 蛋 是 会 被 正 常 人 耻 笑
的。少一点盲从，就多一
点理性。

——张泉灵（主持人）

爱国这个词很高尚，那
些砸同胞车，在日料店吃饱
了骂骂咧咧逃单，在自家门
口无缘无故打老外的，别侮
辱爱国这词！岛是我们的，
可是实实在在的尊严，也在
你和我的手里！

——何炅（主持人）

没有谁会怀疑祖国遭
受 欺 侮 时 涌 动 的 爱 国 激
情，没有谁不能理解当祖
国遭遇挑衅后同胞们的愤
懑与抗争。但是，有一个
残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
面对——靠那些失去理性
的行为，我们可以保卫钓
鱼岛吗？相信，每个人心
里都有答案！

——朱坤岭（企业家）

截至今天，距黑龙江
省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引桥
发生坍塌已过去了 23 天，
但官方承诺的调查报告却
迟迟没有“现身”。到底大
桥是因何坍塌？又该由谁
负起责任？公众至今没有
得到回答。

——谭飞（时评人）

这边在天冿办的全国
大学生运动会还未闭幕，那
边在南阳办的全国农运会
又在今天开幕，好一个这方
唱罢那方登场！中运会、大
运会、城运会、农运会、全
运会，加上各地各部门运动
会，有多少会一个个重来，
问题是国民健康素质，特别
是中小学生身体素质鲜见
提高。别一味开会奖牌堆，
体育管理须改革。

——王旭明（语文出版
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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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评论

这 些 天 ，“ 国 民 床
单”——一条基底为浅水红
色、印有牡丹图案的普通印
花老式床单，在微博火了。
其爆红纯属意外：有网友发
了一条带图微博，图中的床
单让网友纷纷感叹“我家也
有”，引起疯狂转发，被称作

“那些年，我们一起用过的床
单”。（9月16日《武汉晚报》）

“国民床单”，本是个寻
常物品，却在微博的裂变式
传播中，引发普遍共鸣和吐
槽。它看似离奇，实则不难
想见：民众的怀旧情结，一
旦被某件事或物击中，便会
像决堤的洪水，一发难收。

“国民床单”，在“我家
也有”的一片感慨中，拉开
了一段全面怀旧的帷幕。
但它又不仅仅是怀旧，它更
是对现实的一种纵向观照。

一方面，“国民床单”，
是“当时的流行款”，它是物
质匮乏时期大众的共同消
费体验：在上世纪 80 年代，
民光被单厂制造的纱线床
单曾经“一单难求”，求购的
人流始终在厂房外排成长
龙。而如今，这种“共同记
忆”已被多元的消费文化溶
解。市场为人们提供了丰
富多元的消费选项，在商场

里、摊铺上，公众能找到各式
各样的床单，“新潮”、“档次”
也成了公众的消费趋向。同
一种床单“独领风骚”的年
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需要强调的是，“国民
床单”的走红，寄寓的并不
是人们对“低消费层次”生
活状态的向往，而是对有热
度的生活的期许。

在“国民床单”上，流淌
着一种朴素的温情。就像
网友在转发微博时的感慨

“这才是家的感觉啊”，正是
被万千往事击中心中的情
愫流露。而“用了 30 年都
没坏”的表达，恰是对时下

“劣质制造”的反讽。有人
在感叹 1982 年的床单比自
己还大，有人在追思结婚时
的床单嫁妆，历经岁月磨
洗，国民们转发的不是床
单，而是回忆。

今昔对照，让人感慨万
千。“国民床单”上，流动着
乡愁和怀旧，也寄寓了太
多的现实感怀。那曾经物
质贫乏的年代，却因共同
的床单花纹而引发公众幽
思，这原本不幸中的万幸，
未尝不是历史给我们开的
一个灰色玩笑。

□佘宗明（媒体人）

“国民床单”上
流淌的乡愁和怀旧

■ 马上评论

存款19年倒欠钱
银行涉嫌违约

1987 年，汉口居民吕婆
婆办了一张存折，用到 1993
年 时 上 面 还 有 75.98 元 余
额。从2005 年起，该行对不
足 300 元的小额账户收取小
额账户管理费，每年 12 元。
而吕婆婆的账户余款一年利
息可能不到12元，算下来，吕
婆婆还可能倒欠银行的钱
（9月16日《楚天都市报》）。

存了近二十年的钱，说
没就没了，甚至还得倒欠银
行钱？这让公众对吕婆婆的
遭遇感到同情，同时，更对霸
道的银行收费感到愤慨。70
多元钱虽不是大数目，但是
再一次将某些银行收取的小
额账户管理费推到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

根据现行的《商业银行
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小
额账户管理费实行市场调节
价，银行有充分的自主定价
权。然而，上述办法还规定，
商业银行制定和调整价格时
应充分考虑个人和企事业的
承受能力。因此，当时就有
不少公众对此项管理费的合
理性产生了质疑。有人对是
否应当征收产生了质疑，他
们认为：银行应当通过技术
革新等人性化措施来减少无
效和低效账户，而不能以收

费取代管理。
而“吕婆婆事件”不得不

让公众对于小额账户管理费
征收的时间界限提出新质疑。
吕婆婆于1987年开户，在她开
户的合同中显然并没有小额
账户要收取管理费的说明。
可见，当时并没有约定这笔管
理费。根据合同法：“依法成立
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
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
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自吕婆婆开户那天起，
银行就有义务按照 1987 年
的相关规定妥善保存吕婆婆
的存款，并给付相应利息。
如果银行需要给吕婆婆设定
新义务，则必须经过吕婆婆
的同意。否则，任何形式的
新收费都是违反合同的。所
以，对诸如吕婆婆这样的“老
客户”征收新设定的管理费，
就有了单方面违约之嫌。

银行时刻面对形形色色
的储户，本应诚信守法，考虑
周全。在出台新规定、进行
新举措的时候，更应综合考
虑，力求面面俱到，尊重每个
储户的权利，尽量少搞“一刀
切”。否则，只能既违反了法
律，又丧失了民心。

□舒锐（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