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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的两会，
就是要切实“增进民众福祉”

◎李晓亮

个人防骗能力与“智商”无关
◎朱昌俊

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开
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
作报告。（新华社）

一年之计，一国之计，都在
于春。在初春，能看到一年萌动
的希望；于会场，也能感受一国
勃发之生机。辞藻不需华丽，表
达却更接地气，务实而灵活。虽
然本质上，所有会议相较于实操
层面，都只具方向指引的“务虚”
意义。但是，政府工作报告不
同，它是实打实地对上一年工作
成果、经验教训的分享总结，更
作为新一年施政的总纲要。何
为“实”？实就是实实在在的为
民谋福利。记者专访报告起草
组成员，就被告知“总理亲自写
入‘把发展硬道理更多体现在增
进人民福祉上’”。

“增进民众福祉”正是每年
春初赴京，所有代表委员们最终
极的职责和使命。哪些提案议
案能得民心顺民意，哪些公共政
策真是为增进公共利益，都必须
经得起人民的审视。所以就不难
理解总理特别强调要“拿出真正
管用的一些硬措施”。这是态度，
而落实到技术层面，就要体现在
精炼、精准、精细的“精”字上。

报告用近乎一整页纸给出
了蓝天解决方案，治污决心尽在

“蓝天保卫战”；经济下行压力仍
在，但去年已取得和今年预定的
经济增长目标，仍是世界主要经

济体中前茅。信心堪比黄金。
这非不顾实际盲目乐观，而是植
根于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与优
势。

信心如何保障，当然是保民
生促增长，同时政府勒紧裤腰
带，“三公”经费决不允许增加，

“节用裕民”；对企业全面减负，
降费减税，大幅降低非税负担；
继续加大“放管服”，变身服务者
才是真正职能转变。行政审批
再提速，减少行政干预，激活市
场潜力，“使小企业铺天盖地、大
企业顶天立地”。

社会创造力都是市场竞争
中产生的。正如报告所指出的，
凡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
和领域，都要允许各类市场主体
平等进入；凡向外资开放的行业
和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
凡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不合理
行为，都要坚决制止。如此，才
能让“双创”真正勃兴。

“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
途和漫游费”，更是让民众感受
到确定的获得感。报告还提到
金融改革方面“脱实向虚”问
题。这或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两
会议政和日常践行上，这个问题
也不鲜见。所以，防止脱实向虚
也是从经济改革到议政施政，都
必须直面的现实议题。而将“增
进福祉落到实处”写入报告，实
则也指明了攻坚方向，今后就是
努力使其从纸面走入现实。

近日，湖北武汉市民卫东又
一次收到林某的微信，微信内容
是林某写的检讨书。2月24日，
林某以修改软件为名骗走了卫
东800元钱，谁想卫东不仅要回
被骗走的钱，还“骗”走了林某的
387元。（武汉晚报）

要回被骗的钱还“骗”了对方
387元。相信这样的新闻，让人看
了第一感觉就是挺解气的，并暗自
佩服卫东个人能够骗倒骗子的“智
商”和“能力”，俨然将卫东视为反骗
的榜样。可就现实来看，这样的

“防骗教材”，却并不具备借鉴意义。
一方面，正如按照律师的说

法，从骗子手中“骗”走钱款，其
实也已经涉嫌违法。另一方面，
如果把“反过来骗倒骗子”，视为
一种弥补被骗损失的做法，其实
就预设了一种这样的认识，即骗
与被骗原来是个人“智商”高低
的问题，只要自己足够“聪明”，
就可以把骗子也骗倒。但事实
上却并非如此，因为若承认这一
点，也就无法解释为何许多高学
历者同样会被骗。

在此案中，被骗倒的骗子，
很可能仅仅只是“个人作案”，从
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当
前社会多数诈骗行为背后往往
都是团伙组织，有着精密的分工
协作，要想把这样的“专业化骗
子”骗倒几乎不可能。个人若迷
恋于与骗子“斗智斗勇”，很可能

“聪明反被聪明误”，令自己蒙受

更大的损失。
然而在现实中，还是有不少

人把受骗与否视为个人的“智
商”问题。这种认知投射到现实
中，一是习惯把那些被骗的受害
者戏称为交“智商税”，而往往对
于骗术的教训认识不足，甚至令
被骗者反而承受道德上的压力，
陷入羞于求助的尴尬之中；二是
各类社交平台充斥大量的诸如

“七招教你如何把骗子气哭”等
未经证实的“防骗攻略”，把防骗
当成了段子化娱乐，既降低了人
们对骗术的警惕性，也消解了诈
骗作为一种社会犯罪的严肃性
质和其对应的社会危害。

具体在此事中，有两点真正
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一，卫东在

“骗子”继续下套之时，立即意识
到自己被骗，这种警惕意识值得
学习；二，很多人都关心这样一
个现实问题——假若卫东第一
时间选择报案，那么800元的“涉
案金额”，警方又是否能够立案
并加以重视？

无论如何，“骗倒骗子”并不
是合适的防骗教材。从小的方
面说，它仍是源自一种基于朴素
正义的“私力救济”观，既无复制
可能，也与法治社会的要求格格
不入；从大的方面讲，防骗从根
本上说还是要靠减少社会中骗
子的数量，最大限度瓦解骗子的
生存土壤，而并非个人提高防骗
能力就能实现。

上了公交车发现身上没有
零钱的尴尬，相信许多人都有
过。为此，重庆公交车司机张师
傅想了一法子，他自己买了张公
交IC卡，再附上扫码付款的二维
码。“刷了这个卡的乘客，事后通
过二维码支付给我”，这样乘客
只需扫一扫便能轻松坐车。从
去年12月至今，张师傅的这张
公交IC卡方便了近百位乘客。
（重庆晨报）

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
张师傅的爱心公交卡和二维码，
已经帮助了近百名乘客。由此
其实不难看出，现实中人们“没
零钱乘车”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当我们感慨于张师傅的贴心与
创意，或许更应该去思考，该如
何从此一个例中得到启发，继而
在支付环节彻底优化公交车的
用户体验。

按照通常理解，“坐车没零
钱”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首
先，公交车的支付规则早就已充
分告知甚至是人所共知，乘客理
应事前自备零钱乘车；再者说，
公交卡的推广与普及，也从技术
环节极大方便了市民乘车付钱
……然而，从现实反馈来看，由
于事不凑巧或一时疏忽而造成
的“没零钱坐车”的尴尬，仍然不
在少数。尽管我们大可以将之
归结为“个人失误”而不管不顾，
可是如果相关方面能够通过优
化“服务”来杜绝此类现象，岂不
是更好？

事实上，近些年来对于公交
车支付方式的改善一直未曾停
止，比如说将公交卡与银行卡结
合、与手机SIM卡结合等等。可
是这些看似高大上的“技术方
案”，其实施效果却并不理想。
与之相较，张师傅以一张公交
卡、一个二维码就解决了问题，
堪称是高效率、零成本。这其实
表明，在移动支付已成生活标配
的当下，彻底优化公交车的付费
方式，已经是顺势而为、水到渠
成的事情。

客观来说，张师傅所想出来
的办法，还是有显而易见的局限
性。其“公交卡代刷、扫码转账
还款”的模式，不可避免地涉及
到了两次支付过程，显然只能算
是一种无奈之下的次优选择。
当然了，真正实现公交车乘车支
付的便利化改造，终究还是要有
赖于相关运营公司自上而下的
推动——充分对接移动支付时
代的用户习惯。

近些年来，随着各地“公交
先行”的大力推行，现代化的城
市公共交通框架已大致搭建完
成。在此语境下，过去那种明显
的缺陷或痛点变得越来越少，而
诸如“支付环节”等细节处的不
足，将变得越来越显眼。之于
此，到底是本着将就、凑合的心
态放任不管，还是追求完美、打
磨细节？这决定了我们的公共
交通系统，最终能够优秀到何种
程度。

消除细节“痛点”，公交便民方能最大化
◎蒋璟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