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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高油价下的新生活透视高油价下的新生活

核心提示

今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宣布，从 6 月 20 日
起，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价1000元，折合每升
分别提高0.8元和0.92元，每升超过16%的增幅
令人咋舌。

高油价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油
价上涨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
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一些专家认为，在高油
价下，不少有车族改变了以往对汽车的依赖；
一些市民开始减少打车的次数；很多白领阶层
为了省出油钱也开始注重节约……高油价下，
一种新的消费理念正在形成。

不难看出，此次油价上涨除了令有车族花
费心思节能省油外，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为
因油价上涨衍生的物价上涨而精打细算。

油价上涨
家家多了本难念的经

油价的不断上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原
材料和运输成本的上涨令大部分商品价格增
加，人们的生活成本也随之增加，在购物、旅
游、结婚、出行等生活细节上都能有深刻的体
会。

杭州市民张先生在体育场路上班，家住富

阳沿江大道的一个小区，每天开车上下班要跑
60多公里，按照目前的汽油价格，张先生理论
上每月的油费就有近千元。“这还不包括平时
泊车、堵车、等红绿灯的油耗。”谈起这笔不菲
支出，张先生一脸无奈。

提起油价上涨对工作的影响，杭州出租车
司机王师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现在开白
班，每天早晨 6点出车，下午 5点交班，一天大
约开200多公里，”王师傅说，“今年6月油价上
涨后，我每天要多花30多元油费，一个月下来，
我平均增加的汽油支出有近千元。”

王师傅说，他的月收入大约有 3000多元，
增加的油费占到了他月收入的1/3。

有数据统计，油价上涨后，白班出租司机
一天成本增加了15％左右。为了减少成本，出
租车司机空车上路的现象明显减少，许多市民
明显感到，白天打车比以往难了许多。

杭州市民杨先生在开元路上开了一家饭
店，汽油、柴油价格调整以后，饭店每月要增加
１万多元钱的成本，“我的店每天要用１桶柴
油，约200多升。提价后，光柴油的开支每天就
多增加两三百元。”杨先生表示，他们现在正准
备打折吸引顾客。

受高油价“连累”的还有做长途运输的货
车司机。为了减少堵车、排队造成的成本，不
少司机只得选择“值夜班”，在夜晚开车把货物
送到目的地。

除此之外，受油价影响，旅游、婚庆等行业

的报价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从杭州国际旅行社出境中心获悉，今年暑

期，法瑞意的旅游报价是 15800 元，到了 9 月
末，价格会涨到 17100元，而到了国庆期间，又
将上涨 700元。算下来，国庆欧洲游的价格比
暑期净上涨2000元。据工作人员介绍，增长的
部分，主要就是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费的增加。

今年下半年准备结婚的陈小姐，本来和婚
庆公司说好奔驰车带司机一天报价 500元，后
来由于汽油成本的提高，婚庆公司单方面要求
一次加价 200元。虽然很突然，但是陈小姐还
是无奈地接受了加价的要求。

主妇变身“巧妇”
高油价催生“理性消费”

高油价给人们带来更高的工作、生活成本
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油价上涨，让人们在想
方设法节约开支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上的洗
礼。不少人丢弃了以往奢侈、攀比和个性消费
的观念，开始思考理性消费的意义，考虑选择
一种高油价下的“新生活”。

在高油价下，出现了两个特殊的族群，分
别是“拼车族”和“捧车族”。所谓“拼车族”，就
是车主邀请顺路的人一起上班或回家，“乘客”
为车主分担油费。

在延安路工作的邱小姐本想购买一辆私
家车，面对高昂的油价，她最终放弃了购车计
划，选择了拼车生活。邱小姐现在每天和另外
两名“乘客”搭坐一个同事的车上班，他们每人
每月交给车主100元油钱。

“为什么一定要买车呢？这种拼车生活不
是很好吗？”邱小姐说，“对于我们‘拼客’来说，
拼车意味着方便和节约，还能增加朋友间的感
情。”

除了“无车族”变“拼车族”外，不少“有车
族”还变成了“捧车族”，其中不乏私企老板。
随着油价的上涨，不少人发现自己买得起

“马”，却供不起“料”，因此决定尽量少用车，尽
量把车存在车库中，平时出行尽量选择步行、
乘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和电动车。

面对高油价，不少人不得不调整自己消费
理念。杭州的胡先生以前曾考虑购买豪华型
私家车，觉得开出去有面子，但现在改变了主
意，“现在经济型轿车是我的首选，油价不断上
涨，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比起面子，自身的
承受能力更实际。”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叶航认为，高油价
下，人们应当调整自己的消费理念和模式。

“例如，目前小排量车更加受欢迎就是个
很好的例证，”他说，“美国轿车比较注重安全
性，体积大重量大，同时也耗油。相比之下，日

韩轿车比较节能。消费
者应当根据油价的变
化，调整自己的消费方
式。”

油价上涨，除了有
车一族开始精打细算
外，许多无车的人也随
着这股“节能风”开始重
新审度自己的消费方
式。

刚结婚不久的“80
后”胡小姐，婚后可谓和
家务“绝缘”，衣服送洗
衣房，吃饭靠外卖，卫生
有钟点工，如此潇洒的
生活一度令胡小姐十分
追崇。

随着油价上涨，身
边“有车族”谈论节约的
话题多了，胡小姐也开
始按捺不住自己如此

“大手笔”的生活作风。
胡小姐说：“身边同事为
了省几十元的油费而想
尽办法，自己一个月无
谓的开支却可达上千
元，其实做与不做，如何
节省都体现在自己的生
活态度上。”

专家：高油价
催生理性消费

浙江大学社会学
教授冯钢指出，高油价
下，人们走进了一种新
型的生活状态。从某种
程度上来讲，高油价是
迫使人们从奢侈消费向
理性消费、节约型消费过渡的催化剂。

据了解，目前网上出现了一种名为“晒账”
的做法。不少网友建立了个人电子账本，“晒”
出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各项开支，专业的记
账软件会自动绘制出一条类似股市Ｋ线图分
析图表，根据线条的起伏列出省钱“绝招”，为
网友节约开支出谋划策。

网友“小鱼儿”说，目前的高油价让她认识
到了节约的重要性。“我现在把公交车票的钱
都‘晒’出来了，”“小鱼儿”说，“每天记账后，我
体会到赚的钱不是我的钱，省下来的才真正是
我的钱。”

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徐

建明认为，高油价其实是改变人们传统消费观
念的契机，“理性消费就是文明、有责任的消
费”。

“消费中是有责任的，消费者不能只站在
自己的立场上，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徐建
明说，“每个人节约一点，社会就可以积累更多
财富。例如，在买车的问题上，消费者要选择
适合自己的车，不要盲目地追求‘洋’和‘大’，
在高油价下更应当如此。”

徐建明还表示，消费是一种文化，在高油
价下，理性消费的意义就更加突出了，“这一点
需要有关部门教育和引导。让老百姓知道，提
倡消费，反对浪费，才是真正的品质生活。”

据新华社

油价涨了，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资料图片）

油价上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资料图片)

破格录取奥运冠军
尽显大学媚骨

又到了大学开学的日子。因为奥运年的缘故，大学破
格录取奥运冠军，于是又成为热门新闻。比如：刚刚在北
京奥运会上获得冠军的国家跳水队队员林跃、秦凯、火亮
被中国人民大学破格录取；北京奥运会蹦床冠军何雯娜、
陆春龙将在10月就读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

大学争相录取奥运冠军，其实早已不是什么新事，
恰恰相反，拿了奥运金牌却拿不到大学文凭，才是真正的

“新闻”。只可惜，不仅这样的“新闻”从未发生，就连某所
大学拒绝录取某某世界冠军的“新闻”，亦未曾发生过。
据统计，自1984年至今，我国奥运冠军中本、专科以上学
历者约占总数的81.95%，硕士以上学历者约占28%。

在我们这样一个“假的真文凭”和“真的假文凭”
同样流行的国度，作为“赢者通吃”的一个组成部分，高
校破格录取奥运冠军既不是最具媚态的也不是最具含
金量的，当然，关于这张文凭的含金量，那就更是无需
讨论了。人们之所以对此感到愤愤不平，我猜倒不是
因为嫉妒，毕竟，能拿到奥运金牌非常不易；一个重要
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对所谓“大学精神”仍存幻想；另一
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涉及的社会公平问题。

“大学精神”不说也罢，而高校破格录取奥运冠军也不
比高校大搞“文凭经济”更为可恨，问题是“破格录取”再怎
么“破格”，也得师出有名，也不能突破法规的底线。换句
话说，高校破格录取奥运冠军，总得有一个法规依据吧？

人大说：世界冠军符合国家规定的特殊入学要
求，因此得到破格录取；北体大说得更明白：国家对优
秀运动员一直有着免试认可的政策，获得世界级冠军
后可以任意选择大学就读。

首先，破格录取奥运冠军，与招收高水平运动员
政策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不仅需要参加统考，而
且还有年龄条件和学历条件。倒是在教育部下发的招
收保送生办法里有一条：曾获得全国体育比赛前三名、
亚洲体育比赛前六名、世界体育比赛前八名和获得球
类集体项目运动健将、田径项目运动健将、武术项目武
英级和其他项目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的退役运动员，
可以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这应该就是所谓“获得
世界级冠军后可以任意选择大学就读”的规定原文。

这条规定出自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6
部(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
工作的意见》。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字不能省略，
那就是：退役。保送奥运冠军等优秀运动员上大学，是
国家针对退役运动员的一种就业安置优惠措施。可是
现在，仅仅针对退役运动员的这一优惠，被完全篡改和
彻底滥用了。以至于，很多高校针对现役运动员还特
别推出了“送课上门”之类的上帝式服务。

一言以蔽之，高校破格录取现役运动员，根本找
不到法律依据，这种媚态十足的“破格录取”，在显而
易见的“形象工程”之外，更是显而易见的滥用法规。

舒圣祥

生命安全课
不只要给孩子上

昨天全国中小学校开学，也是《开学第一课》播
出的日子。这是央视和教育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一
场大型公益活动，邀请了许多社会名人参与，旨在普
及“生命安全”知识，加强中小学避险自救教育。日
前，教育部专门发文，要求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和家长
收看节目。

加强学生安全知识教育，当然很重要。特别是
经过汶川地震灾难，在这上面让人深感教训惨痛。
教育部为此发文，也不无道理。至少，这比推广校园
集体舞或戏剧进课堂，更让人能够接受。当然，这也
说明，不能什么事情都靠领导部门发文件。主管部
门要求太多太细，难免“一刀切”而难以普遍推行，甚
至出现搞形式、应付了事。

就说中小学安全教育，又岂是教育部发文了才
该重视的？每学期都应该搞的紧急避险演习(或宣
传)，难道都形同虚设了？记得6月份到一所中学，
正好学校请当地派出所、消防部门来搞防火(逃生)
知识宣传。很明显，这是受当时地震的影响。可是，
只要看看学生们对各种消防器材既感到陌生又很兴
趣的神情，就知道以前没怎么搞过类似活动，或是搞
了没见什么效果。由此可见，紧急避险这一课是多
么需要各方面都来“补课”。

是的，我的意思是，“生命安全”这一课不仅要
给孩子们上，也该给学校、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对校园
安全负有责任的所有人员和部门上。对于孩子们来
说，懂得紧急避险和逃生知识非常重要，另一方面，
相关主管部门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节
目的口号叫“知识守护生命”。在我看来，更应叫做

“责任守护生命”。事实上，避险自救知识并不神秘
(比如“第一课”总结的10条“生命法则”)，关键就在
于学校和有关部门的责任意识。

比如说，那位因先跑备受指责的范美忠，就吃
了这方面的亏。他事后承认，当时自己也不知道该
怎么办。这表明了两方面问题：一来是他对紧急避
险知识茫然无知；二来也不知道身为教师当时所应
担负的责任。这并非范美忠一个人的问题。后来许
多人拼命翻查相关法规、政策，也是语焉不详。至于
学校方面，从桑枣中学在地震中创造的不算奇迹的
奇迹来看，在安全教育上所缺的课实在不少。至于
相关部门，应当反思的更不止于此。开学前，有些地
方开始着手检查学校建筑安全隐患，也可以说是在

“补课”。
当然，普及和加强孩子们的自救避险教育，和

上面所说的并不矛盾。做好这方面事情，也并不意
味着就不重视其他方面工作。我想说的是，千万别
把《开学第一课》仅仅看成给中小学生们上的。尊重
生命、守护生命，孩子们需要，大人们也需要——“大
人小孩都需要”。 魏英杰

加长版客套话，见证的是浮躁
客套话，也就是人与人见面时客

气一下，一般说得都很短，诸如“您好、
劳大驾、借光、请慢走”之类。若是见
面就直接来上长篇大论，那说的话就
不仅仅是客套话了，不是谈正经事，就
是有意扯闲篇。

有用和没用的客套话能讲个多长，
没个定数。本土史上的客套话到底有多
长，因为没人记载，所以不知道。而眼下
这个记载下来的客套话的长度，无论如
何还是让人感到惊心：据《春城晚报》报
道，8月28日，在云南蒙自红河会堂，举
办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预测高层论
坛，参加听讲的除了来自各地的200多
位民营企业家外，还有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的党政领导及多部门人员、民营
企业家、各县市领导等，近1300人。在
主讲人开讲之前，有几位人士客套起来，

客套话竟足足讲了80分钟。
开场白、致贺词等等都是一个论

坛必不可少，但是讲了整整80分钟，可
算是滔滔不绝、长如大河了。就像有
听众说的，平日，大家极少有机会参加
如此高层次的讲座，对之既有期待，亦
很珍惜。几位人士讲个客套话，讲几
句不就行了，何需讲个没完没了？任
何一位听众，都是来聆听主讲人真知
灼见的，有谁愿听小脚婆娘裹脚布一
般的客套话？

80分钟长度的客套话，无论从哪
个角度讲，都只有害处。讲客套话人
的时间没价值，众人的时间却都很宝
贵。如此缺乏时间观念，如此占用、浪
费众人的时间，简直就是对众人生命
的侵害。80分钟客套话，见证的是一
些人恶劣的官僚习气。加长版的客套

话，说白了，就是净扯没用的，是将空
话、大话、假话、套话、无聊话、烦人话
等等无用话，来了个一勺烩。80分钟
客套话，见证的是平日的工作作风。
爱虚饰、爱浮夸的人，势必缺少干事的
冲动，而把劲儿使偏。把劲儿都用在
了嘴皮子上，说到底，是工作浮漂、浮
躁的表现。80分钟客套话，反映的亦
是陈腐的思维观念。过去的人，讲究
惜时如金，现在的人，讲求效率。客套
话多了，陈词滥调多了，哪还会有效
率？大家泡在客套话里，泡来泡去，只
能泡来厌倦、烦躁，只会泡小泡少发展
机会、发展可能。

80分钟客套话，算是客套话长度
的极端例子了。只是不知道，它创造
未创造、能不能创造2008年本土客套
话的最牛长度。 今语

是谁把博士帽送给了王益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被双

规了。《报刊文摘》选了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写的一篇文章《请查一下王益
的博士来历》。

文章中说，王益是在他任证券办
公室副主任期间的1994年9月，成为西
南财经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生。两年后，
在他升任证监会副主任一年时，又获得
经济学博士学位。王益虽然原来拥有
硕士文凭，具备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基
本条件，但他原来的专业是历史。葛教
授感慨：“至多经过两年自学就能考上
热门的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已经很不简
单。而在不可能不繁忙的公务中，他又

能在两年内修完经济学博士的课程，考
试合格，再写成学位论文，或者还要先
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通过答辩，不是
天才，也肯定是杰出人才。”

这件事让我想起一位好莱坞大导
演读书的故事。这位大导演年轻的时
候大学没念完就辍学投身电影了。几
十年过去了，五十好几的他想起来继
续读书。他仍然选择母校加州州立大
学的电影专业。此时他已经得了好几
次奥斯卡奖，名气响得如雷贯耳，在电
影界绝对是个“大腕儿”。但在学校眼
里，他只是个学生，大导演和其他学生
一视同仁。当年的老师或是已经去世

或是早已退休，指导他的是些年轻教
授，但该交作业就交作业，该做论文就
做论文。虽然老师们平时研究他的电
影，可对他交上来的作业，老师给的分
数还真不高——老师自有老师的标准，
不会因为你是权威就手一抖送个人情。

一个巴掌拍不响，高官博士的问
题不单出在官员身上。我国的一些大
学没骨气，哪里敢对那些只求学位不
做学问的高官说半个“不”字。葛教授
说，能否请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帽的来历，我建议，
顺便查一下大学是怎样把博士帽送给
高官的。 鲁 哲

漫画：开学比旅游
开学了，孩子们互相攀

比暑期旅游，没有旅游的同
学总觉得低人一等。有老
师反映，孩子之间近几年已
经从原来的比鞋、比书包，
越来越流行比拼假期旅
游。（据《新快报》）

没有经济能力的小孩
子，花的都是大人的钱。家
长们有没有想过攀比已经
给孩子们的将来埋下了许
多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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