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云：从没想过当首富
因为太有钱失去了太多

日前，马云在阿里新人

交流会上与员工对话。马

云：说句心里话，我从第一天

开始就没想过当首富，所以

我才会把公司持股稀释到这

个样子。

钱在 100 万的时候是你

的钱。其实现在中国最幸福

的人是一个月有两三万、三四

万块钱收入，有个小房子、有

个车、有个好家庭，没有比这

个更幸福了，那是幸福生活。

超过一两千万，麻烦就

来了，你要考虑增值，是买股

票好呢、买债券好呢，还是买

房地产好。超过一两个亿的

时候，麻烦就大了；超过十个

亿，这是社会对你的信任，人

家让你帮他管钱而已，你千

万不要以为这是你的钱。所

以我对这个一点兴趣也没

有，而且失去了太多。

人民日报：明星婚礼
别办成消费“封神榜”

一段时间以来，明星婚

礼接连点燃舆论爆点。娱

乐新闻、微博、朋友圈，有故

事、有特写、有分析评论，全

方位立体式的报道席卷着

社会舆论，把明星婚礼频频

推上头条。

作为社会价值和风尚的

引领者，明星的言行无形中

塑造着人们对于“什么是幸

福生活”的理解。那些缺乏

自我约束和自我要求的明

星，他们言行中透露出来的

消费惟奢乃至堕落有理等负

面观念正在不断地侵蚀着社

会 的 大 脑 ，让 有 识 之 士 忧

心。回归生活的质朴，重寻

情感的本真，但愿，明星婚礼

不再办成消费的“封神榜”。

大学
是一场最精彩的变形计

刚进大学大家还在同一

起跑线上，短短几年，就被别

人远远甩在身后？人家上自

习、图书馆啃书时，你是不是

上网聊天、看美剧、睡懒觉？

排除特殊案例，每个人的成

就和努力都成正比。你选择

什么，就收获什么。所有结

局，在最开始时就已埋下了

伏笔。 @人民日报

警惕人生的“假疲劳”

跑长跑的人都经历过，

开始一段之后便上气不接下

气，其实，你被身体的“假疲

劳”欺骗了。当你的人生长

跑与气喘吁吁不期而遇时，

不要轻易收起迈开的双腿，

停下摆开的双臂，咬咬牙，撑

过去，也许美好的风景就在

不远的前方。 @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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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强买排骨
与天价大虾是一回事
□舒圣祥

“顾客是上帝，我说20就20！”近日，在重庆某农贸市

场，两名女子与商贩大吵大闹，引来许多路人围观。原

来，母女两人走到这家摊位前时，看见商贩正在按 20 元/

斤的价格，将大量排骨卖给一个大客户。等母女俩选好

排骨去称重时，商贩却告知 22 元/斤。双方发生激烈争

执，商贩选择报警。经过警方1个多小时的协调，最终双

方同意各让一步，排骨按21元/斤的价格成交。

（8月30日《重庆商报》）
从来都只听说过卖方强卖的，买方的强买因此显得

稀奇。卖方的强卖，当然是买方认为价格太高不买，而卖

方非得要求买，比如天价大虾、天价鱼之类的事件；反过

来，买方的强买，则是卖方认为价格太低不卖，而买方非

得要求卖，比如这次的低价强买排骨事件。两者性质接

近，但前一类事件如果上了新闻，卖方通常会吃不了兜着

走，后一类事件就不一样了，不仅警方和稀泥，舆论也有

很大争议。

不卖都不行，必须卖，而且必须以买方要求的低价卖，

不卖就闹腾，让对方做不成生意，这是什么行为？低价强买

排骨事件，看似菜场小事，性质其实十分恶劣。警方的处理

先是劝说商家让步，商家拒绝让步，警方竟把双方都带回派

出所，调解1个多小时终于各让一步。这样的处理说实话

是很让人费解的，明明涉嫌闹事的是买方，最后耽误时间做

不成生意，还得被迫同意降价的，却是卖方。

但是有人说，明明前面卖大客户是20，卖散客就要22，

这不是明摆着的价格歧视吗？可是，根据顾客的购买量来

实施不同的价格策略，恰是市场交易的常态。因为所有的

商人真正关心的不是价格，而是利润，购买量大价格便宜，

购买量小价格较高，都是为了确保利润。同样的产品、同样

的服务，针对不同的顾客，价格大不一样，这种现象无处不

在。你可以说这是价格歧视，但换一种说法就是价格优惠，

不能说你没有得到优惠，就是歧视了你。

市场交易必须是自由的，不能强买也不能强卖，只有

首先保障交易的自由，然后才谈得上交易的公平。低价

强买排骨，不卖就要闹腾，同样是强迫交易，都该严惩。

高校设点迎新生
火车站不能借机“谋财”
□郭文斌

又到开学季。每年这个时候，火车站、汽车站都会出

现不少大中专院校接引学生的服务点。8月29日，有学校

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他们在南昌西站设置的招生点遭

遇了一些怪事。如不许举牌领学生；设置一个方便新生

的服务点每天要交1200元。（8月30日《江西日报》）
大学在火车站设置服务点迎接新生，这么做，一方面

能够防止大学新生上当受骗，另一方面也方便大学新生，

使他们能够及时准确到达学校，同时，也体现了大学对学

生的关爱和呵护。可谁知道，这么有爱心的活动却遭遇

火车站的阻扰，竟然不许大学举牌领学生，竟然规定设置

一个服务点每天要交1200元。这不是趁机“谋财”吗？

诚然，大学在火车站设置服务点，会占用一些场地，

可能给火车站的管理带来一些麻烦，但这么做却是为了

服务于大学新生，对此火车站应该积极提供方便，可谁能

想到，火车站竟然要收“天价费用”。

说实在的，现在大学新生上当受骗的不少，大学新生

新到一座城市，对城市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而骗子也多

会紧盯大学新生进行诈骗，如果大学新生刚下车就有学

校的校友提供热情的服务，不仅会减少上当受骗，而且还

会觉得很温暖。作为火车站，也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大学

新生，应该为前来报到的大学新生提供便利，而不是趁机

“谋财”。

各地的大学已经陆续开始迎接新生了，而许多大学

也会一如既往地在火车站等地设置服务点。对此，各火

车站应该热情支持，而不是趁机收费。

对于火车站收取“天价费用”，需要铁路部门进行“自

查”，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追责，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再

次出现。每年火车站都会出现迎接大学新生活动，可却

被当作了“商机”，真是不应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火

车站岂能赚这样的钱？这种“乱收费”不要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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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中国式假离婚”
要先根治“政策漏洞”

□王军荣

随着各种调控传闻的不断被放大，上海离婚买房也进入白热化放量冲

刺阶段。上海多个婚姻登记中心从上周末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协议离

婚高峰：浦东上周六一天超过百对夫妇协议离婚，杨浦则有97对夫妇协议

离婚，是平时的三倍。（8月30日《新闻晨报》）
由于离婚与感情破裂无关，被称之为“假离婚”，“假离婚”也成了最有

特色的中国式离婚。作家刘震云在创作《我不是潘金莲》时，就用了“假离

婚”作为引子。女主人公因为要生二胎与老公“假离婚”，最后“假离婚”变

成了真离婚，随之引发了一连串的荒诞故事。可能小说远逊于现实的“精

彩”，尽管从法律的角度看，并不存在所谓的“假离婚”。“假离婚”就是“真离

婚”，风险很大，后果很严重，可那些“假离婚”的夫妻并非没有分析过风险，

但为了利益也不得不铤而走险。

引起“假离婚”的由头不少。读书、买房、落户、生二胎等都成为人们假

离婚的理由。“假离婚”不是儿戏，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也是对法律的蔑

视，其隐含的风险更是不可小觑。我们可以对“假离婚”进行谴责，但却似

乎显得束手无策。而实际上“假离婚”也是一种无奈的方式，只是为了争取

自己的利益，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对“假离婚”，需要大力宣传这种儿戏方式对婚姻的破坏和危害，要事

先告诉那些“假离婚”者所要面临的风险，但最重要的则要杜绝“政策漏

洞”，换言之，不管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均要追求更加科学、细致，且须与“离

婚”无关。如此，才能真正杜绝“假离婚”。

“中国式假离婚”存在已久，且已经成为钻政策空子的一种手段，而更

多的人想要从“假离婚”中获得利益。一些人对于“假离婚”也变得不再感

冒了，甚至有些人多次运用“假离婚”。南京一对夫妇曾经半月离婚复婚4

次，他们坦言不是感情不好，而是给政策折腾的。“假离婚”变得如此“理直

气壮”，实在是悲哀。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上海离婚潮是由于各种调控传闻引起的。政策还

没有出来，在“传闻”面前，民众就坐不住了，要“假离婚”了，可见，民众还是

真的不放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也暴露出职能部门公信力的问题，

以及信息公开不及时、辟谣手段差。一言以蔽之，杜绝“中国式假离婚”要

先根治“政策漏洞”。

“重罚”王恒/漫画

近日，河南巩义市村民举

报称，该市青龙山慈云寺景区

内的水库旁，有人在砍伐林木

后，侵占 1845.5 平方米土地建

成别墅和农庄。当地国土资源

局两次按照“非法占地一平米

处罚 3 元”的标准处罚，仍未能

阻止非法占地行为。巩义市国

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副队长表

示，违法占地的处罚标准太低，

是违法占用土地频繁出现的一

个重要原因，也增加了执法人

员的执法难度。（8月30日《京华时报》）
不难看出，当地国土资源局开出的罚单，明显处罚过轻，难以起到应有的

执法效果。毁林占地、私盖别墅，最后却仅仅被处以每平方米3元的处罚，如

此的处罚标准，无异于是对违建者“罚酒三杯”。

根据报道来看，2015年12月份，巩义市国土资源局曾对违建者进行处罚，

其依据事由为“非法占地”，总共罚款378元。在无关痛痒的处罚标准下，违建

者肆无忌惮，最终让违建的规模扩大为如今的三栋楼房。就在今年2月份，巩

义市国土资源局再次做出处罚，那就是所谓的“恢复土地原状，对非法占用的

1845.5平方米土地按每平方米3元处以5536.5元罚款”。不难看出，两次处罚，

力度之轻、效果之差，确实让人如同隔靴搔痒，难以认可和接受。

可以想象，当惩罚的板子高高举起，却又轻轻落下，只会让违建者肆无忌

惮、变本加厉。两张罚单，一张不到四百，另一张不到六千，足以表明执法权丧

失了应有的惩罚目的。相较于别墅的违章修建而言，两张罚单没有一点威慑

力，反而会成为别墅违建的催化剂。

景区内明目张胆的违建，并不隐蔽，但却只有国土部门的“低价罚款”，而

其他具有监管权的部门和机构集体缄默，背后的原因值得追问。

应该说，面对景区内的违建，处罚方式和标准并不是单一和局限的。从这

个方面来说，毁林、占地、违建等都应该有相应的部门进行处罚，并不只是国土

部门的职责。假如，各个部门的监管都能到位，处罚标准和方式都能更加严

厉，如何会出现每平方米罚3元的怪诞一幕呢？

毁林盖别墅不应“罚酒三杯”
□刘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