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甘林

小额调整，有理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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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年奥运会之前，北京地铁开始

实行 2 元的单一低票价制。在此后六七年

里，地铁的里程拉长了好几倍，但 2 元的

票价却一直没有涨过。只需要花一张晚报

的价格，就可以无远弗届地到达这个特大

型城市的任何角落，这听起来就像是个

神话。

随着地铁建设的发展，线路越铺越

长，营运列车也逐渐增多，地铁的运营成

本，如基础设施建设、车辆购置、设备维

护、安检成本等费用迅速上升。显然，北

京地铁目前是靠着市政经费的补贴才能运

行的。但为了市民的实惠，地铁公司做了

很大的牺牲，甚至不得不违背市场的价格

规律，把地铁的票价 （从最短距离 400 米

到最长距离 88 公里） 统一定为 2 元钱，我

们大概很难在全世界找到第二个城市有这

样的魄力。因此，我理解运营者的苦衷，

同时认为地铁的涨价有其必然的理由。

但是，在涨价问题上，我们又不得不

考虑现实的形势。首先，涨价可能会引发

一系列社会问题：北京拥有 2000 多万人

口，利用低价的公共交通，以缓解交通拥

堵，是市政发展的重要策略。而地铁涨价

以后，有相当数量的出行者会分流到公交

上，很可能加大路面交通的负担，从而加

剧城市的拥堵、雾霾等问题。此外，我们

也应该考虑到涨价对地铁受众的影响：地

铁最为拥挤的时段，主要还是上下班的高

峰期，而对于那些朝九晚五、住在郊区的

工薪族而言，上下班坐地铁是他们的硬性

需求，无论是否涨价，地铁都是他们唯一

的选择，涨价似乎并不能起到缓解高峰期

人流的作用。更何况，选择地铁出行的往

往不是高收入阶层，而作为公共交通，地

铁的本质是非营利的，应该以便利大众为

宗旨。如果票价的涨价幅度过大，可能会

让乘坐者每月多花数百元钱，对工薪阶层

的日常生活产生不小的影响。

有鉴于此，我支持在保证有充足的市

政投入的基础上，地铁应该适当地提价，

并采取分段计价的方式，以增加运营公司

的收入，确保公司能有一定的资金用于增

加设备、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为了便利

普通市民，也必须设定最高封顶价。另

外，提价也需要配套其他措施，如推广错

时段上下班等，以确保城市交通的健康

发展。

一定程度的涨价作为惠

及百姓和谋求长远发展中寻

求 平 衡 的 办 法 之 一 ，是 一 种

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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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祖英首度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个唱

引发“镀金”热后，金色大厅这个矗立在异

国他乡的殿堂竟在国人心中被神化为一种

“图腾”，进而被奉为圭臬，成为我国艺术家

衡量艺术水准的一杆标尺。艺术家水准高低

的分野似乎并不在艺术，而在于是否到过金

色大厅。似乎只有去金色大厅镀过金的艺术

家才是“高大上”的与国际接轨的艺术家，

反之，就是没见过世面、没开过光的艺术匠

人。这种仰之弥高，将金色大厅视为“圣

殿”的朝圣举动，颇有点唐僧师徒千山万水

赴西天取经的意味。

然而，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的是真经，

付出的代价是历经艰难险阻；但我们的艺

术家到金色大厅朝圣砸的却是钱，收获的

是名利和虚荣。在今年的政协会上，第一

个在音乐大厅吃螃蟹的个唱艺术家宋祖英

反 省 自 己 带 了 个 坏 头 ， 由 此 引 发 一 系 列

“破窗效应”。盘点 10 余年来造访过金色大

厅的国人名单，其中既有诸多名噪一时的

艺术家，也有一批国家艺术院团，就连一

些 寂 寂 无 名 的 草 根 演 员 和 业 余 老 年 合 唱

团、少儿合唱团也蜂拥而至，前去露把小

脸，金色“镀金”大厅的含金量被泛滥的

“淘金者”逐渐稀释。

随着知情人对“镀金大厅”真相的揭

示，金色大厅的神圣光环日渐褪去。当艺术

家身着类似“小时代”名媛们的坠地华服在

金色大厅登台献艺时，倒像是在演绎新版

“皇帝新衣”的寓言——他们花钱租赁场

地，送票组织观众，举行一个盛大的演出派

对，让观众为之欣赏和颂赞，编织出一个如

“小时代”般的虚幻闹剧和浮华图景。然后

“载誉”归来，高调宣称曾去金色大厅演

出，受到热烈欢迎，引起巨大轰动，用“征

服”和“凯旋”等字样装点人生履历，为他

们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抹上绚烂

的一笔。

可令人吊诡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

一个中国艺术家和艺术团体是被西方国家邀

请赴金色大厅进行演出的。对于奥地利人乃

至全欧洲人而言，金色大厅并不能与“世界

音乐圣殿”画等号。它只是个盈利的商业性

机构，只需缴纳两三万欧元的场租，无论音

乐技能高低，任何人都有机会在那里彩排并

演出。由于被“拿钱长脸”的国人频繁造

访，金色大厅的观众源已严重告急，很多演

出甚至出现演员扮观众的奇葩现象，金色大

厅 被 戏 称 为 中 国 演 员 自 娱 自 乐 的 “ 卡 拉

OK”厅。

到金色大厅转一圈，回国后便身价倍

增，这种“镀金”魅影从表面看是贪恋名

利、爱慕虚荣，从深层折射出的则是国人的

文化不自信。实际上，类似的媚俗案例在国

内其他领域也曾接二连三上演，最具代表性

的是“达芬奇”天价家具事件和由唐骏引发

的“野鸡大学”造假门。号称来自达芬奇故

乡的著名家居品牌“达芬奇”，原来不过是将

在国内的产品运到意大利“旅游”一番；而

被国人所诟病的“野鸡大学”，更是“学历镀

金”的范本。无论是“达芬奇”、“野鸡大

学”还是“镀金大厅”，其本质都是利用“洋

袍”加身，制造虚荣浮华的空中幻景。

如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

越来越重视文化“走出去”，并将之提升至

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发展高度。但文化“走

出去”并不是“以洋为尊”、“以洋为美”、

“唯洋是从”，通过“镀金”这种文化假象进

行自我包装，用虚假光环对公众进行蒙蔽和

欺骗，通过冲动消费来满足单位和个人的虚

荣，达到提升在国内的地位、获取相应利益

报酬的目的。这种金钱铺路、自娱自乐的方

式不但无益于文化“走出去”，反而会自毁

门庭，变身为真人版的“小丑演出”，沦为

西方国家的笑柄。

所幸，文化部前不久对艺术团体赴金色

大厅“镀金”发布禁令，叫停这种“赔钱赚

吆 喝 ”、“ 自 唱 自 买 ” 式 的 所 谓 “ 文 化 输

出”。文化“走出去”，靠的是实力，只有真

诚面对观众、面对市场，树立真正的艺术

观，不怀功利之心从艺，不慕虚名包装做

人，斩断文化造假的利益纽带，才能脱离

“金色大厅”式的依赖，用货真价实的艺术

质量获取国际演出舞台上“真金”。

只有斩断文化造假的利益纽带，才能脱离“金色大厅”式的依赖，用

货真价实的艺术质量获取国际演出舞台上“真金”

□ 郝旭光□ 郝旭光

舍弃局部和短期利

益，这个觉悟现在的领导

应该有，现在的百姓也应

该有

职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有类似的周期：创造→成长

→稳定→动荡→混乱→放下

→静思

□ 赵凤兰

职场七天

应通过适当调整票价等办

法，腾出更大的空间给那些忙活

着上班打工养家糊口的人们

在 网 上 看 到 ， 为 便 于 管 理 ， 有 人 建

议实行 65 岁以上老年人刷卡免费乘车或

暗补改明补。之后不久，又看到有驾驶

员 表 示 ， 因 为 车 上 有 空 调 ， 早 上 7 点 左

右，一些老年人买菜后图凉快不愿意下

车，一边坐车一边在车上择菜，如果坐

一个来回，自己的菜还没有择完，就到

对面再坐一个来回。

沿袭多年，且几乎让全国人民都眼热

的北京公交低票价制调整在即，立马引发

包括公交司乘人员在内的社会各级人士的

广泛参与和热议，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北京一些老年人夏天为图凉快，竟

一边乘坐公共交通，一边把车当自己家厨

房或餐厅择菜，如果没择完就到对面再坐

一个来回的奇人奇事，既让人感到挺逗，

更让人感到该通过调价，有效遏制这一不

该出现的咄咄怪事。

“哪凉快哪儿待着去”，这是一句典型

的北京俗话。现在看来，“哪凉快哪儿待着

去”却反倒真成了许多退休在家、操持家

务的老人群体们理想选择。比如，笔者就

经常看到，夏天早晚，一些大型超市里刚

一开门，老人们就摩肩接踵蜂拥而至，他

们并不像年轻人那样为赶时间，挑上自己

要买的物件付款后走人，而是慢慢悠悠先

四处转悠，再到蔬菜区精挑细选，更有少

数老人干脆用携带的小剪刀，专挑饱满的

毛豆，一个一个剪去两头之后，再让售货

员过秤。遇到这样的主儿，超市管理员们

也只能徒叹奈何。

话虽然看似扯得有些远了，但这样的

情形却与北京一些老年人公共交通工具上

边蹭凉边择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听

任老人们把公共交通和超市当自己家客厅

厨房，可着劲儿地蹭凉、干私活，这既无

端挤占了公共资源，有悖公共道德，妨碍

公交超市正常营运秩序，损害公交公司和

超市业主利益，与此同时，还容易引发一

种不可小觑的“破窗效应”。因此，应通过

适当调整票价，或限制老年人公交卡每天

刷卡次数等办法，有效遏制这种老人边蹭

凉边择菜的陋习，同时也腾出更多更大的

空间给那些忙活着上班打工养家糊口的

人们。

适当涨价，挡住闲人

□ 白 芍

前一阵北京地铁涨价的消息出来，听

到过身边一些朋友的议论。一位说涨价了

估计人会少点，没那么挤了；另一位说根

本不可能，涨价了也得坐，毕竟地铁还是

最便捷最经济的出行方式。

老百姓当然不希望涨价，但是坐地铁

在早高峰时“被挤成照片”的经历想必很

多人都有。更有很多人因为不堪地铁拥挤

的重负改为乘出租车上班。涨价了，乘地

铁的人到底能不能少些？

按照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负责人

的说法，如今北京地铁从最短的 400 米到

最 长 的 88 公 里 ， 地 铁 运 输 里 程 相 差 220

倍，票价却都是 2 元。当前的票价体系没

有能够合理引导地铁和汽车两种公共交通

方式的客流出行分布，公共交通方式之间

的客流分担不合理，在票价调整后有望实

现发挥公交以承担中短途客流为主，地铁

承担中长途为主的均衡客流效应。

涨价与否关乎百姓出行，更关乎地铁

的发展，以及城市的未来。毫不夸张地

说，在北京这样人口数量多密度大的城

市，如果没有地铁，城市面临瘫痪。

有媒体曾经报道，从 2007 年至 2013 年

这 7 年间，北京地铁年度基本运营成本从

13.4 亿元增至 53.3 亿元，增加了 3 倍。地铁

票价“２元时代”的 7 年间，北京市政府

补贴财政资金达到 221 亿元，北京地铁运

营商 2013年亏损 34.6亿元。

北京市近日提出，计划再投资 4000 亿

元，到 2020 年建成总里程超过 1000 公里的

地铁系统，而截至 2013 年底，北京地铁里

程为 465公里。

运营巨亏，未来 15 年里程翻番，政府

固然在地铁建设运营中发挥主导作用，在

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之前，一定程度的涨

价作为惠及百姓和谋求长远发展中寻求平

衡的办法之一，很可能是一种必然。

更好的办法是什么？北京市近日提出

引入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轨道交通的投

资、建设和运营。如何让地铁运营收支趋

于平衡，让地铁的建设运营可持续的良性

发展，这恐怕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根据媒

体报道，目前有很多探索，比如香港和东

京地铁运营方面掌握很多物业，物业收益

能够弥补票价相对于支出的不足。还比

如，地方政府设立轨道交通建设基金，现

在很多城市如上海、武汉、东莞等，都有

类似的操作，靠基金为轨道交通建设设立

一个可靠合法的资金来源。

涨价一定会增加百姓的出行成本，但

如果能够换来更为科学的公共交通调解机

制，让城市拥有更多地铁里程，让大家出行

更加便利，相信大家仍会为涨价投赞成票。

身前事 身后名身前事 身后名

西湖美景美得令人陶醉，与美

景相关的话题也很多，但笔者感兴

趣的是保椒塔。相传五代十国吴越

国王钱弘俶（后改名钱俶）奉宋太祖

之召进京，久留未返，他的宰相吴延

爽为祝福其平安而建 9 层高塔。历

代曾多次修建，而且后人对钱弘俶

评价不低。原因是他不仅对内注意

安民，发展经济，而且对外继承祖

训，奉中原为正朔，使得吴越国国泰

民安，经济繁荣。当时中国历经割

据、战乱，迫切希望统一是民心所

向，在全国盼望统一的大背景下，钱

俶没有为一己之私逆历史潮流而

动，负隅顽抗，继续偏安，而是顺应

民意，及时向大宋纳土献地。

这使得笔者联想起钱弘俶的祖

父吴越国第一任王钱镠的一段经

历。当时钱镠在杭州凤凰山修筑了

“子城”，内建宫殿。有记载称，当时

有风水先生建议他填平西湖盖宫

殿，可保江山千年。他淡淡一笑，周

朝最长，才有八百年，我怎么可能千

年？而且，一旦填平西湖，将在历史

上留下千古骂名，所以坚决不肯做

这种荒唐的事情。最后以 81 岁高

龄得以善终。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尚

有这样的举动：第一，有自知之明；

第二，不敢违背历史和民心；第三，

敬畏自然，不敢以一己之私对自然

界大开杀戒，的确难能可贵。钱镠、

钱弘俶祖孙二人在历史上不见得有

什么大贡献，但这几条还是值得称

道的。

笔者 10 余年前在华北某地旅

游，认识了一位镇党委书记。书记

与笔者深谈以后了解了笔者的环保

态度，说出一个秘密：在他所辖区域

的某村，发现一个极富吸引力、极有

特点的景点（类似地下溶洞），当时

他与村民相约保守秘密，因为当时

还不知道怎么才能既开发又不损害

生态和这个景点（有点类似乾陵不

能开发，因为还没找到更好的保护

方法，不如索性让它们留在地下），

留给子孙后代，等到有好的方法以

后再告诉世人。尽管相熟，他并没

有带笔者前往游览。笔者 10 多年

来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到现在还没

有看到报道，说明大家仍然保守着

这个秘密。笔者也承诺替他们保守

这个秘密，所以从来没有说明这件

事发生乡镇的具体位置。要知道，

这个景点一旦开发，当地村民什么

都不干就可以日进斗金啊。抵御如

此巨大的诱惑，需要多大的定力和

耐性？一个镇党委书记和一些普通

的村民，一个古代的割据一方的小

诸侯，都能为保护自然，为地区整体

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而牺牲短期

和局部利益，更何况我们现在掌管

地方的大领导、“父母官”？

古往今来这些例子中的人物，

他们都能舍弃局部和短期利益，抵

御几乎难以抵御的诱惑和利益，为

子孙后代和长远利益考虑，我们现

在的地方领导比他们的境界不知应

当高多少倍。更何况，在涉及当地

居民及其子孙后代的重大利益面

前，断然不该以当前、短期的局部利

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吧？！这

个觉悟现在的领导应该有，况且这

还是青史留名、流芳百世的大是大

非问题，现在的百姓也有这个觉

悟。存在于某地的自然的东西，不

属于现在和某个局部地区，而是属

于整体和长远的未来。

可见，顺应民意，顺应历史，就

要以民众和历史的最高利益为自己

的追求。民众的最高利益和历史趋

势是什么？是国家统一，国泰民安，

国强民富，是发展文化，提高文明程

度和社会进步的水平，提高民众的

实际收入和幸福指数。地方、单位

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不是眼前过度

开发带来的短期效益，为短期利益

而劈山填海,破坏生态,而是在与国

家同步发展的情况下，事业越做越

大，为国家和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

单位员工的实际收入和幸福指数越

来越高。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可能

位置不高，但人们会永远记住。这

就是保椒塔给我们的启示。

在大自然中，植物在春夏秋冬不

同的季节会发芽、开花、结果、落叶、休

眠。而职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类

似的周期可以被归纳为 7 个关键词：

创造→成长→稳定→动荡→混乱→放

下→静思。

绝大多数职场人都经历过所谓的

“成长期”，在一个相对较好的平台上，

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很快通过自己

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获得升职加

薪；或者当创业者的团队日益扩大，业

务取得初步规模的时候，则是组织的

成长。当人们处于成长期，自我感觉

良好的时候，常会误以为成长是个线

性的增长过程，我们期待成长和顺境

会一直进行下去，与我们的努力和付

出成正比；当我们去旁观其他身居高

位的成功人士，也会猜想他们是在良

好机遇和自身才干的基础上平步青

云、飞黄腾达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每

个人的职业生涯都会经历数次起伏和

转型，成功人士也不例外。

成长过后会经历一个平台，也就

是“稳定期”。有同事说，在现在的企

业工作 10 年了，每天既谈不上开心，

又谈不上不开心，对自己的工作既说

不上喜欢，又说不上不喜欢，总之是不

咸不淡的，但是现在的工作又比较稳

定，因此也没有想到改变，但是模糊之

中总觉得不踏实。其实“稳定期”看似

四平八稳，但如果没有为自己寻找发

展的契机，那么接下来的动荡和混乱

不可避免。一些企业裁员的时候，会

优先考虑用一些资历深但绩效平平的

人去换取一些新鲜血液，而人到中年，

职位薪酬较高的职场人离职后被迫重

新找工作，有时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

程：很多企业会寻找更年轻，薪资更

低，更有活力的人才；市场上符合资深

职场人要求的岗位又十分有限。

动荡和混乱是我们最不愿意面对

的，但这样的阶段促使我们去改变和提

升；只有经历放下和静思，我们才能为

自己新一轮的创造和成长奠定基础。

在这俩阶段，人需要一些取舍和调整，

只是如果这个过程是在被动和没有预

备的情况下发生，往往会对人造成很大

的打击，很多人会从此一蹶不振，花数

年的时间才能让自己步入正轨。

因此，如果希望自己的职业发展

形成不断上升的螺旋，我们需要在职

业发展的平台期和稳定期能够居安思

危，主动去为自己创造新的发展契机，

在自我发展的“稳定期”开始一个新的

“创造”过程，就可以有效避免动荡和

混乱。很多在大都市工作压力大、工

作满意度低的人容易冲动离职，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很多时

候，在稳定期的创造和改变并不意味

着离开现在的工作，而是说，一个人主

动思考和尝试，用创新的方式去达成

在目前岗位同样的工作目标；或者在

从事目前工作的同时，抓住时机给自

己充电，为自己的下一个职业目标积

累知识、资源和人脉。

地铁调价之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