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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不容恶搞

□三木

听说过比基尼， 听说过京剧，可

您听说过比基尼京剧吗？ 如果没有，

你 out了。

在第 37 届国际比基尼小姐大赛

启动仪式上， 京剧背景音乐声中，身

穿比基尼头戴京剧头冠的模特儿在

舞台上搔首弄姿，劈叉伸腿，“让观众

看得有些眼晕”。

让传统京剧套上比基尼走性感

路线，我说不清该为比基尼庆幸还是

该为京剧悲哀。 与其说这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创举，毋宁说是前不敬先

人后不管子孙的恶搞！ 目睹这场“妖

精大战”的观众只是“眼晕”而没有呕

吐反胃，果然是首善之区，心理素质

超棒。

其实， 这不是比基尼第一次客

串，8 月 18 日山西山阴县奶牛选美比

赛中，就有 8 位身着比基尼的“牛模”

亮相助阵。 有网友怒斥：“到底是选奶

还是选牛？ ”也有网友凑趣：“给山阴

县的奶牛选美报以热烈掌声。 ”至于

鼓的是“正掌”还是倒掌，是鼓给奶牛

还是鼓给比基尼，就由人猜测了。

再往前推，我们也没舍得让比基

尼歇歇。 6月广东电视台体育频道中，

美女主持身穿比基尼播报欧洲杯赛

场天气情况。 收视率无从得知，但从

第二天比基尼就改成运动短装及对

“不恰当的播报方式深表歉意”来看，

这一举动是演砸了，而且是自己搬石

头砸了自己的脚。

比基尼和天气也许还能硬拽到

一起，和奶牛选美也隐隐约约沾点亲

戚，但这一次居然和京剧“混搭”，对

不起，真的半分钱关系也没有。 以前

总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干脆

连“文化”这个幌子也不要了，变成了

“比基尼搭台票子唱戏”，只求形式花

哨、动作出位、快速出名，哪管他出的

是好名还是恶名， 是香名还是臭名！

赚到眼球就等于赚到钱，至于“赚”了

多少骂他们是不管的———正好借着

唾沫星数钱。

到底是我们毁了比基尼还是比

基尼毁了我们？ 难说，唯一可以确定

的是，巩汉林的小品《包装》白演了，

我们白看了。 今天比基尼，明天只好

祼奔。 后天咋整？ 此等不伦不类恶俗

媚俗策划（如果还可称之为策划），污

了大众的眼伤了大众的心，愚乐了大

家愚弄了自己，注定是兔子尾巴———

长不了。

柏杨先生所谓的“大酱缸”，染了

GDP，染了“人均”，现在终于轮到比

基尼了。 在这个个性时代，你可以就

着大蒜吃汉堡， 穿着背心打领带，只

要你喜欢。 只是让我担忧的是，天气

预报比基尼了， 奶牛选美比基尼了，

国粹京剧也比基尼之后，下一个被比

基尼的会是谁？

放文化一马吧。

□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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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扬

9月 24日，北京律师董正伟向铁道部寄

送挂号信函，申请公开 12306购票网站设计、

建设以及招投标过程的全部信息。同一天，西

北师范大学大二女生黄焕婷向铁道部寄送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信，申请公开“新一代客票系

统一期工程”的具体项目及所花资金。

人们质疑 12306 购票网站， 不仅因为

它疑似“豆腐渣工程”，而且因为它可能是

花巨资打造的“豆腐渣工程”。 此前，太极计

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称， 该公司

参与了铁道部“新一代客票系统一期工程”

的招投标，中标金额为 1.99亿元。媒体调查

发现，还有一家上市公司拿到了另外 1.3 亿

元的中标合同，这意味着，该客票系统工程

建设费用至少达 3 亿多元， 而媒体援引相

关人士的说法称， 一般客票系统的建设费

用不会超过 3000万元，两者相差 10多倍。

正因为权威渠道信息阙如， 加上之前

铁道部投资 1850万元拍摄 5分钟宣传短片

的丑闻， 足以让人们怀疑购票网站是不是

另一个“天价宣传片”，是不是有人像拍摄

“天价宣传片”那样借机中饱私囊。 因此，要

消除民众质疑， 驱散笼罩在购票网站之上

的重重疑云， 唯有将相关信息详尽地公之

于众，包括购票网站的造价、招投标过程、

中标方案等信息， 都应当置于阳光下付诸

公论，接受民众的监督。

购票网站“一票难求”是一个问题，其

建设过程是否存在“猫儿腻” 是另一个问

题，显然，民众更不能容忍后者。 在这个意

义上，即使无人提出申请，铁道部也应主动

公开相关信息以“自证清白”，这既是铁道

部责任所系、义务所在，更是《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的明确要求。

揪出矿难

细节中的“魔鬼”

□姜伟超

25 日零时 25 分，正在停产整顿中的甘肃

省白银市屈盛煤业有限公司一矿井升井时超

载人车的牵引钢丝绳断裂，34 人坠进 706 米

深的矿井，目前已造成 20人遇难、14人受伤。

不同的矿难，相同的悲痛。就在 9月 6日，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煤矿 10 名工人升井时发

生平台侧翻事故，10人坠井全部遇难。从这两

起矿难中，我们却看到了相似的事故现象。 升

井过程中因操作不慎和设备出现问题导致工

人坠井。 无论是白银屈盛煤矿因超载而钢丝

绳断裂，还是张掖山丹煤矿的平台侧翻，都是

细节管理出了问题。

白银市这起矿难， 是在停产整顿中发生

的事故。 据煤矿附近的村民反映，这个煤矿只

在白天停产，而在夜间“照常上班”。 连村民都

知道屈盛煤矿夜间“照常上班”，为何监管部

门竟然视而不见？ 在安全监管和安全措施上

即使存在漏洞， 也应分清哪些是制度设置造

成的，哪些是执行不力造成的，然后才能对症

下药，防堵漏洞。

煤矿是安全生产行业的“老大哥”。 近年

来， 我国出台一系列安全生产制度和管理措

施，为何事故仍然多发、频发？ 几乎每次发生矿

难之后，都有停产、整顿，都有官员被问责。 但

是，整顿、停产、问责能否有效应对矿难？ 值得

深思。

“魔鬼在细节”。 一个正在停产整顿中的

煤矿竟能开工生产， 超载人车升井竟然没人

制止。 如果不从细节中查漏补缺，安全生产制

度再多，停产整顿措施再严，都无法有效杜绝

矿难。 只有从细节上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抓出安全生产管理细节中的“魔鬼”，才能减

少或避免“带血的煤”。

昂贵的“金银月饼”为何如此畅销？

“12306”别成了

另一个“天价宣传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