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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话题

广开言路

评热点时事，论人生

百态。《杂谈》与您每周相

约 ，聚 焦 当 周 热 点 事 件 ，

呈 现 同 一 事 件 下 那 些 见

思 想 、见 风 采 、见 个 性 的

精彩观点。

同时，每周还将在本

报新浪官方微博（@三亚

日报）发布当周聚焦事件，

征集读者观点。如果您关

心时事、如果您有独特的

见解，请加入我们，让思想

在这里碰撞，让智慧在这

里交融。

一事一议

媒体视角

人物聚焦 21 3

为什么总是莆田？

莆田已经沾染上了“假鞋之都”
的恶名。众所周知，莆田也是有名的
江湖游医之地，而江湖游医之中被暴
露出来的种种假劣，其害百倍于假
鞋，直接要人性命。这些假冒伪劣为
什么能在莆田成长，并且祸散全国，
令莆田背上恶名？恐怕还是与当地
监管有很大的关系。地方政府着眼
于自己的地方利益，而置法律与商业
伦理于不顾，构成了假货与游医的重
要土壤。

如果莆田当地政府不依法行政，
取缔那些假货制造商，民众就会发
现，“莆田系”原来不只是游医的问
题 ，而 且 ，还 有 假 货 ，到 时 候“ 莆 田
系”的标签就有可能跨过行业，而被
贴在所有和莆田有关的商品。这恐
怕是谁都不想看到的事情。

（廖保平 评论员）

福建莆田不仅是江湖游医之乡，而且也因为大量产出仿冒名牌运动鞋而成为“假鞋
之都”。北京青年报日前报道，位于莆田市北部的安福电商城附近，白天店铺锁闭、人影
稀少，夜间则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车流不息，几乎所有人都压低了声音在交流、交钱、拿
货，附近的几条街道甚至会经常堵车，假货生意做得成行成市，令人称奇。

莆田“假鞋横行”
是谁之责？

部分人图便宜知假买假

按理说，网络购物中识别假
货难度可能比实体购物要小一
些 ，因 为 有 其 他 人 的 评 价 作 参
考，也有相对较好的纠纷解决机
制和事后差评机制，但假货仍旧
存在，这说明假货盛行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部分消费者图便宜而
知假买假。

一方面，打击假货不能只靠
地 方 工 商 ，也 不 能 只 靠 电 商 平
台，而是需要全民参与；另一方
面，打击属于“堵”，彻底消除假
货还需要“疏”，给中小企业更宽
松的经营环境，提升“中国质造”
的水平，才是长远的治本之道。

（舒圣祥 时评作者）

莆田鞋“鬼市”横行
消费者亦需反思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
个道理人尽皆知，但是在实际的
购买行为中，许多消费者就将这
番道理抛之脑后了。消费者追
求物美价廉无可厚非，但是对消
费品要有理性的分析，不能被不
切实际的低廉价格蒙蔽了双眼。

假货的泛滥也有消费者的
责任，在假货横行的当下，我们
除了寄希望于执法部门严格执
法，谴责黑心商家丧尽天良，也
应该进行自我反思，理性购物，
过分的低价换不来高品质的回
报，消费者的理性购物和执法部
门严格执法的双管齐下，方能给
假货市场以重创。

（倪璐瑶 时评作者）

“假鞋鬼市”
何时领受罪与罚

在莆田鞋鬼市中，一些通用
的商业伦理和公共规则都不再
成立，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随行
就市的潜规则，由此所形成的高
度抱团的利益同盟，成为了假货
产业链最中坚的力量和最大的
获益者。如果说，紧密的宗族纽
带与家族商帮的悠久传统实现
了莆田系的做大，并造成了某种
单一、灰色商业模式的大量复制
与大肆蔓延，那么现代商业社会
势必有责任，以明确的规则和强
力的监管，来为这种网络式的群
体病变消毒、疗治。

（然玉 时评作者）

在莆田鞋鬼市兴旺的背后，乃是当地老少同上阵的制假“盛况”。 至今莆田仍未
探索出鞋业转型的可行之路，等不起、不愿等的制鞋产能难免会通过非法渠道变现；
其次，过度红火的“地下经济”必然诱发一系列道德伦理的沉沦，既包括市场道德水
准的失守，也包括公共管理伦理的退化。

“假冒产业”能够做大做强
是管理者的失职

莆田的管理者是否对当地的“假鞋
产业”不明真相？还是出于地方经济考
量，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无论如何，“假
冒产业”能够做大做强，都与地方管理
者的失职紧密相关，甚至不排除有管理
者 受 利 益 诱 惑 ，充 当 假 冒 违 法 的 保 护
伞。对于这样的管理者，该问责的必须
问责，涉及违法犯罪的应交由司法机关
惩处。必须承认，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
造，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打造品牌需要
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捷径可走，耍小
聪明、抄近道必然走向歧途。营造中国
创造的良好氛围，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
权保护，这是维护创新、创造者合法权
益的必然选择。如果没有这一要素，侵
权变得肆无忌惮，伪造变得堂而皇之，
谁还有原创动能？创新与创造需要良性
循环，不能容忍劣质潜规则。

（小蒋 媒体人）

“维护正版”
才能打破“莆田鞋鬼市”繁荣

其实放眼整个国内市场，“盗版”
一 直 是 各 行 各 业 挥 之 不 去 的 噩 梦 。
音乐、游戏、文学，“抄袭”、“拷贝”的
事件都是屡见不鲜。而有关部门也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如
何提升国人对于“维护正版”的意
识，才是其中关键，但这又何尝容易
呢？

说了那么多，我们也知道我们一
家之言很难对莆田鞋“ 鬼市”以及整
个假鞋产业链造成多大的冲击。但
是我们还是这么做了，因为只有越来
越多的人站出来，让大家一起对假鞋
说不，并告诉身边的人杜绝假鞋，才
能有希望让整个球鞋市场趋于健康
地走下去。

（KIKS 时评作者）

“挂证者”

辛辛苦苦拿到了会计师证、建筑师证，却没有
从事相关行业，岂不白费了心血？别急，有人替你
盘活“闲置资源”。据媒体披露，现在有专门的网
站充当中介，将各种执业资格证书“挂靠”在相关
企业，持证人不用上班，仅凭“出租”证书就能获
得不菲的报酬。

别给“挂证者”可乘之机

要根治挂靠资格证书、伪造报销票据等乱象，
各部门、各地区必须尽快完成信息采集、数据整理
的基础性工作，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
制。目前，住建部门已启动企业、注册人员、工程
项目等数据库和一体化工作平台建设，实现以单
位查人、以人查单位；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
算也在加快进行。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相信监管部门终将告别“纸上监督”的窘境，让弄
虚作假者无处遁逃。

凤 姐

日前，微信公众号“我就是凤姐”发了一篇《求祝
福，求鼓励》，获得 300 多万阅读量和 20 多万元的打
赏。网友纷纷感叹，凤姐从曾经的被嘲讽对象，脱
胎换骨为远在美国的励志姐。

从罗尔到凤姐
脆弱的朋友圈与撕裂的舆论

活在当下，都不容易，没有谁比谁高尚，没有谁
比谁道德优越。应该更多看到个体的挣扎，看到每
一个人的困境。不管是罗尔还是凤姐，他们可能都
有令人生气的地方，但是难道只有将他们钉上耻辱
柱，才能缓解大家的心头之恨？尽管我们不能否认
普通民众也会有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所谓的

“平庸的恶”，并且这种恶也在加剧着社会的割裂，
但普通民众日常的小聪明、私心、贪婪，更多只是一
种个人品格缺陷。从这个角度说，在公共舆论场
中，宽容或许是达成理性对话和交流的大前提。

韩春雨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以河北科技大学副
教授韩春雨、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员沈啸为
发明人的专利——以 Argonaute 核酸酶为核心的基
因编辑技术，因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国家
知识产权的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该专利的申
请被视为撤回。

不妨多给他一点耐心

在当下的网络语境时代，舆论的力量显现出
它排山倒海之势，从韩春雨的捧杀到棒杀，可以理
解“媒体需要热点，大众需要追星”，但当学术这一
片领土被舆论攻破之后，还有什么是舆论做不到
的。

而其实，在我们所有人的围观中，真正有责任
和权力对成果开展调查的是研究者所在单位，以
及为课题提供经费的资助者。如何在学术规范下
寻找解决之道，这或许是摆在当下中国科学界面
前的重要挑战。

网络战，对世界意味着
什么？人类是否做好了准
备？现在一个趋势是，我们
的社会越进步，我们就必须
更多地联网；联网越多，我们
就越容易遭到攻击，在这样
自相矛盾而无法自拔的关系
中，人类会否真像物理学家
霍金所说，可别毁在自己手
里。

——北京青年报：《网络
战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要想让官员生态考核真
正“重起来”，除了增加考核
权重，在执行层面至少做好
两件事。一是强化问责，对
统计数据造假零容忍。二
是，让公众参与监督，包括推
动考核数据和信息的公开，
细化相关程序等。官员政绩
考核改革不能关起门来，这
一场改革要想成功，开放和
透明是第一前提。

——新京报：《让官员生
态政绩考核真正“重起来”》

中国金融业“超英赶美”
不好吗？“虚胖”体质难以支
撑经济持续向好。一方面，
充裕货币下实体经济仍喊融
资难、融资贵。承受过高杠
杆的企业往往效益下滑，影
响百姓就业和增收。另一方
面，资金体内循环、击鼓传
花，导致楼市、大宗商品市场
泡沫显现。换言之，中国经
济如果过度金融化，可能会
导致经济体内出现若干“血
栓”。“栓塞点”就是“风险
点”，如不尽快疏通，可能会
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

—— 人 民 日 报 ：《“ 超 英
赶美”好不好》

博客时代已经开始出现
乱象，到了微博、微信时代，
标题党、买粉丝、刷流量，可
谓乱象丛生。罗尔刚消停，
罗玉凤又刷屏。剧情反转已
成家常便饭，受众一次次成
为被戏耍的猴子。被网络媒
体瞬间感动的眼泪无比廉
价。冷眼旁观，让子弹久久
地飞，已经成为唯一选择。

——环球时报：《为什么
我们总被“凤姐”们刷屏》

治理雾霾的成本必须由
合理的价格工具来分摊。治
理雾霾不是免费的午餐，如
果所有人、所有企业仍然希
望在雾霾治理中“搭便车”，
希望“别人”去治理，而不愿
正视自身在环境保护中所必
须承担的责任与成本，那么
最后的公平就只能尴尬地体
现在雾霾面前“人人平等”。

——经济参考报：《利用
价 格 工 具 合 理 分 摊 治 霾 成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