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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雨工作”还需要官员“演戏”？

老床单，历经的是磨难，
沉淀的是沧桑

当地官方的回应也承认是在造假，但强调造

假是一种艺术需要——为了招商引资，当地要拍

摄制作宣传片，而“领导冒雨视察工作”的虚拟场

景，是拍摄机构的创意。不得不承认，镜头面前的

几位官员演技娴熟、逼真，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

把当今一些官员“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的光

辉形象表演得惟妙惟肖。然而，当地官员演技虽

好，却反而招致了众网友的吐槽和质疑：为何“冒

雨工作”，还需要官员装模作样地去“演戏”？

也许，当地长年干旱，不见下雨，因而，在现实

生活中，官员无法演绎“冒雨工作”的真实画面。

既然如此，当地拍摄制作宣传片时，何必舍真求

假，不去直接采撷日常生活中“领导顶烈日抗旱”

的真实场景呢？当然，这仅是笔者的一种臆想，当

地怎么可能会久旱不雨呢？因此，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当地官员曾经“冒雨工作”过，但没有被人

拍摄到；要么，是当地官员从来就没有过“冒雨工

作”的经历，因而不得不靠人工降雨去虚构这一项

“政绩”。然而，从当地官员擅于演戏的现实情况

来看，答案更像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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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一

网友发了条微博，

并配了张图，抱怨

自己的耳机被猫

咬断了。可是没

想到，这张图居然

瞬间走红了，几天

之内被转发超过 3

万次。然而走红

的原因不是耳机，

而是耳机下面印

有牡丹花图案的

老式床单，网友为

之取名为“国民床

单”。

(9 月 16 日

《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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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枪向天

空喷出水龙，降落

时 就 成 了 一 场

“雨”，几位领导模

样者打着伞，“冒

雨”谈论着现场工

作，前方有摄像机

在拍摄……（9月

16日《西安晚报》）

非常
道

“当然可以。但是检测婴幼儿配方奶粉中三聚

氰胺单项的费用就需450元，而做一个婴幼儿配方

奶粉全检，则需要3万元！”

如果怀疑宝宝喝的奶粉里含有三聚氰胺，是不

是可以拿到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测？食

品检测室的工作人员称。

“高个矮个，桌椅型号只有一个，这种做法无异

于削足适履”。

昨日，武汉的闫女士告诉记者，孩子在汉口一所

小学上三年级，3 年来，她长高了 10 多厘米，但学校

的课桌椅一直没换，班上的同学最高的已有1.6米，

最矮的才1.3米，用的却是均码的课桌椅。

一张泛黄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床单走红

了，如同一位耄耋的老人获得第二次青春。笔者在

慨叹世事无常的同时，不由地思考在新产品、新工艺

层出不穷，甚至一日千里的今天，为何人们在一张泛

黄的旧床单前驻足良久，乃至发酵出一场全民怀旧

的情愫？

或许，当一件东西离你而去时，你才会意识到它

的珍贵；当一件事物记载着太多的人间沧桑时，你才

会意识到它的价值；当一个人历经磨难，最终沉淀下

来时，他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到底是谁。 老床

单，历经的是磨难，沉淀的是沧桑，它正如一位智慧

的老者，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坚守至今。

慨叹老床单的“老当益壮”时，一种公共情绪蔓

延开来，网友无不叹息当下的某些国货的盛年早

夭。更哀叹当下的浮躁，信仰缺失，人心散了，队伍

不好带了。

的确，近年来，国货的产品数量上去了，式样也

越来越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了，但是质量泥沙俱下。

科技产品基本靠山寨，手工产品基本靠作坊，仿冒产

品甚至出现了一条街。类似的问题前仆后继，严重

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更为严重的是，例如

每年“3·15”晚会上曝光的那些，更加是触目惊心。

民众对于自身生命健康的焦虑使得一普普通通的老

床单披上了“国民床单”的大红盖头。

其实，老床单也有属于它的风华正茂，在那个年

代里人心的浮躁或许并不比当下轻。批评和质疑从

来就是赞美的亲兄弟，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母亲：比

较。结论一般出自于比较，不过，过于偏颇的比较而

得出的结论显然不够客观。正因为我们能够开眼看

世界，不再固步自封了，才知道国货的质量不如人，

知耻而近乎勇，后发或许也能制人。人心散了，恰好

是思想开放了，不再是我们的思想齐刷刷。这才有

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有了日新月异，一日千

里。事物的成长都有一个过程，生产者要有生产者

的样子，诚实劳动，诚信经营，远比偷工减料能够持

久。监管者要有监管者的样子，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或许会少一点民意的沸腾。普通民众也能明白

危害，或许能够避免互害社会模式的进一步蔓延。

怀旧不是一个坏主意，这意味着用历史的眼光

看问题，怀旧也极易演变成一种合法的、有力的发泄

方式。不过风物长宜放眼量，当我们历经磨难，在沧

桑中沉淀下来时，我们或许会感慨道：世事无常也有

常，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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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婆婆还可能要倒欠银行

的钱（今日本报17版）。

早在 2005 年左右，某些银行针对日均

余额低于一定数额的账户每月收取一定

数额费用的账户管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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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征收

的额度标准产生了质疑，他们认为：某些

居民收入不高，还要生活支出，放在银行

的钱经常只有几百元，现在银行收取小额

账户管理费的标准设置偏高。也有人对

管理费的多少产生了质疑，他们认为：虽

然小额账户管理费的收取客观上确实有

助于减少“睡眠账户”，节约相关金融资

源，但不能所有的成本都由客户支付，银

行在收费时应当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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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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