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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雨天·堵车】

见识到北京大堵车，从
金融街到机场，准备了三个
小时，还不够。车子一寸寸
往前挪，车子不动窝时，大
家索性集体熄火到三元桥，
公路边没公交没地铁，居然
一堆人在等车，颇为壮观。
花白头发的司机师傅操着
京腔忠告我，起码得有4个
小时啊，下雨秋凉的北京，
让人一头汗。

——叶檀（专栏作家）

北京堵车的高峰期越
来越不明显，有专家计算，
北京一年因堵车造成的损
失超过60个亿。很多市民
因堵车在上班路上要花1-2
个小时，245 天上下班堵在
路上的时间为735个小时，
如果您还没有感觉的话，那
这样理解吧，你每年有30.6
个日日夜夜在充满尾气的
路上堵着、呼吸着、郁闷着。

——夏骏（传媒人）

曼谷的许多立交桥下
有大片的草坪。今天赶上
一场大雨，透过车窗看到工
人们在桥下挖开路边一个
缺口，把雨水引向这些草
坪，然后渗入地下管道。一
路上没见到立交桥下明显
的积水，和大雨造成的特别
拥堵。听说一场小雨让今
天 的 北 京 又 堵 成 了 一 锅

粥。雨前觉得曼谷与北京
很像，雨后发现不是。

——许文广（媒体人）

【其他】

看了一下午资料，从航
母这件事情上更可以看出
中国是一发展中国家。在
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
中国最晚有航母。金砖四
国，中国最晚有航母。在亚
洲连泰国也有一艘。今天
中国拥有了第一艘航母，在
鼓掌与欢呼之余，我们也应
看到差距。

——张泉灵（主持人）

某市拘留了 47 名在 9
月18日参与打砸日系车和
日货店的青年，在讯问时发
现，有 12 人不知道钓鱼岛
在哪里。

——陆群（公务员）

“温州经济增速全省倒
数第一，商铺集体关门”，
我依然看好温州。温州今
天的现状是一个教训，转型
过慢，喜欢赚容易的钱，降
低了抗风险能力。但温州
今天的教训一定能给温州
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思
考。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
最发达的地方，中国要走出
这场危机，还得靠这些市场
化的地区，包括广东。

——马光远（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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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点

中秋将至，市场上出现
了抢眼的“金银月饼”，两
枚 50 克的黄金月饼，一套
47620 元；50 克的银月饼，
850 元一枚。据说，这些金
银月饼很好卖，可以开礼
品、宣传品、烟酒、办公用
品的发票，多为政府机关送
礼所用。（9月25日《中国经
济周刊》）

不仅是“金银月饼”，事
实上，大多天价商品都畅销
得很。这其中，可能有服务
周到的因素，比如明码标
价、提供各式发票等，也可
能确有销售方所言的收藏
价值的因素。不过，明眼人
一看便知，这些不过是表象
而已。由于附加了一些工
艺成本，金银月饼的单价要
远比银行售卖的金条、银条
贵得多，价格与价值不相符
的金银月饼之所以畅销，关
键还在于节日腐败的刚性
需求。

“金银月饼”本身并无
所谓罪与罚，自从这类商品
产生以来，并无任何法律禁
止的强买强卖、价格欺诈，乃
至串通涨价等不良行为。有
需求就有供给，“天价商品”
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

节日送礼，当然不排除

民间亲友之间的相互馈赠，
不过，这些年来，礼尚往来
已经异化为权钱交易的一
个温情外套。一些企业与
政府官员之间，下级单位与
上级单位之间，予取予求，
灰色交易，送礼之风也就愈
演愈烈，很难刹得住车了。
临近节日，城市每每遭遇

“最堵一周”，其中，送礼就是
引起拥堵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能单纯指责送礼者
的“水涨船高”。如果权力
运行不受严格约束，且缺乏
透明；经济社会依然充斥潜
规则，甚至被另一种“看不
见的手”所主导；公共财政
依然缺乏信息公开，则“金
银月饼”之类的畅销品就不
会绝迹，而形形色色的变种
也会层出不穷。

节日本应该是休闲的，
快乐的，文明的。但是，腐
败商品的泛滥给我们的节
日增加了诸多丑陋，让美丽
的节日成了腐败丑陋的载
体，这既是对节日文化的亵
渎，也助长了畸形的社会风气
和畸形的消费观念。金银月
饼这种充斥着“腐败味、权力
味、庸俗味”的产品得以畅
销，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胡印斌（媒体人）

昂贵的“金银月饼”
为何如此畅销？

■ 议论风生

不能对“读脸术”
有过高期望

“微反应”，即人们受到
有效刺激的一刹那，不由自
主地表现出的不受思维控制
的瞬间真实反应。利用人们
的微反应，可以判断其陈述
内容的真假。这套理论已走
进反贪工作一线：在北京市昌
平检察院反贪局，有检察官已
凭“读脸术”破案。北京市检
察院也计划邀专家姜振宇对
反贪侦查人员模拟演练现场
指导。（9月22日《新京报》）

姜振宇是谁？可能很多
电视观众都不陌生，作为热
播综艺节目《非常了得》的座
上嘉宾，姜振宇用微反应来
判断选手是否在说谎的做法
已为众人所知。去年 3 月，
昌平检察院反贪局和姜振宇
的研究团队达成合作协议：
姜振宇通过微反应分析已经
审结或侦结的疑难案件，由
此总结出司法方面的微反应
理论。

姜振宇的微反应推出之
初，让很多人大呼长见识，引
发众多网友学习。但随着栏
目组将难度加大，姜振宇猜
对的概率差不多只有一半，
有几场节目还遭遇了全部猜
错的尴尬。据姜振宇自己介
绍说，他平常做微反应判断
的成功率在 70%左右。由此

可见，微反应确实有一定作
用，但用来破案，其准确性确
实令人担忧。别忘了，姜振
宇可能还是目前国内运用微
反应手段最纯熟的专家，其
他审讯人员要达到这样的水
平，需要多长时间恐怕还是
个未知数。姜振宇自己也表
示，他开的培训班中，能真正
耐心踏实学下来的学员，可
能只有10%。

事实上，测谎结论在绝
大多数国家都不被认可为物
证，连测谎仪得出的数据都
不认可为真实，人类的主观
分析有多大可靠性就更值得
质疑了。正因此，昌平检察
院反贪局表示，微反应不能
成为定罪依据，姜振宇也认
为他做出的结论不是证据，
而是帮助侦查员梳理方向，

“微反应并非无所不能”。
可以借助技术手段进行

反贪，但同时还要在加强权
力监督、加大政务透明力度
等环节上下工夫，再强大的
技术手段都只能打马后炮。
近年来，技术反腐的投入力
度并不弱，比如 GPS 定位公
车等。但如果对技术手段有
过高期望，恐怕要落入“技术
依赖”的窠臼。

□邓荣军（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