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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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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这盘棋如何“出车”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四川省农业厅已澄清广元
旺苍县暴发大规模柑橘大实蝇
虫害的“谣言”，并声称“正在调
查谣言源头”。无独有偶，近
日，针对网传“山东费县出现比
三鹿问题奶粉危害更大的剧毒
花生导致多人死亡”的情况，山
东省农业厅调查结果表明，有
关传闻均系造谣。

新闻见今日A22版

中国网民现在已有两
亿多人，可以说，网民们所关
心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问题，
而且往往还具有代表性。也
正因这种“代表性”，一旦互
联网上出了一个热门话题，

也必会引起社会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
这不，当有关我市的“交通拥堵”、“行车

难”、“交警乱罚款”等作为行风评议成了网民
热议的话题后，也就自然而然引起了我市相关
部门的关注。当然，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些有
车一族的网民们的“牢骚”虽不无道理，但囿于
城市眼下实情，“交通拥堵”、“停车难”，以及因
前两个原因又造成的被个别交警“乱罚款”等
令人头痛的城市现象，确实要算是一个社会的

综合问题，而要解决这种问题，单靠公安的力
量，显然也不现实。

综合问题，还需综合治理。
不必讳言，私家车多起来，是近几年的事。

而穷时候的打算与富起来后的想法不可能相
同。因此，城市建设中有些方面难免有所滞后，
比如在城市周边建设大型停车场地，由于种种原
因，好像至今都还没有成为现实。这应该是可以
理解的。问题是我们有不少人因刚刚富起来，不
免就要享受，于是也就顾不了城市道路以及环境
的压力，当有了私家车后，一出门，夸张点说，哪
怕是只有几步远，也要开着车去。

现在说起来很奇怪，一些至少比我们要发
达的国家，他们的城市建设考虑得比我们要周
到，然而，为了减轻城市道路以及城市环境的

压力，同时也给更多的市民创造一个更好的城
市环境，他们反而比我们要更自觉些。

当然，有了钱，要买车，这没错；有了车，出
门就要开，也没错。所以说，如果说把城市交
通拥堵、行车难等的板子都打在有车一族身
上，显然也有失公允。特别是由于城市建设滞
后以及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现实后，交警既
要执法必严，也要视情形而论，不然，尽管公安
也有“苦楚”也觉得“冤枉”，可有车一族因一些
客观原因造成的被罚款，尤其是遭遇个别交警

“乱罚款”时的那种滋味，一说起来，自然也就
“气愤难平”。也许正是因为“气不过”，才会有
这次网上的“行风评议”。这对有些“乱作为”
的交警，应该说也是一个警示。

新闻见今日A06版

将流言和短信向公安机关报案，对谣言的
源头进行调查，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产生更大的

“负面影响”。但诚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政府也
应该通过更为权威的赋有公信的信息公开，来
化解相关舆情危机。

“蛆虫柑橘”本身并不是谣言，对这种关系
到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的公共事件，既然公众
并不是第一时间从最权威的部门那里获得了信
息，他们就可能被动地从多渠道接受到一些“小道
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警惕，针对“蛆

虫柑橘”的报案与调查，会不会使谣言被泛化、扩
大化，导致一些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

长期以来，我们的信息公开并不是足够的及
时完整，一些地方公权力在面对公众信息渴求时，
甚至采取瞒报手段，使公众起码的知情权都得不
到满足。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每个人都容易成
为信息封锁的受害者，自然也容易成为“谣言”的
被动传播者。这一切，更应是公权力应该调查到
的谣言的真正源头，或许，也是“广元蛆虫柑橘”
危机公关陷于两难的真正肇因。 苏子川

从“蛆柑橘”到“毒花生”
信息公开为何总慢半拍

21日上午，广东省公路
客运票价调整听证会在一片
争议声中召开，与会的28名
代表中，有9名代表赞成广东
省道路运输协会提出的调价

方案，有4人是原则上认为应该提价，但提出新
的建议；明确表示反对提价的有15人，超过代表
的半数。（10月22日《信息时报》）

不知道是不是和国内物价涨幅在回落有关，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召开调价听证会的新闻
似乎是越来越多了，但绝大部分听证会都是热费
调整的，因为近年来煤炭和电力的价格上涨实在
是不小，所以，热费的调整也就似乎是可以理解

的事情了。但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时候开哪门子
的“公路客运票价调整听证会”呀？

据介绍，广东省内的公路客运票价一直以来
执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物价部门制定基准价和
上浮幅度。基准价以每种车型每人每公里确定，
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30%，同时实行春运旺季票
价和淡季折扣票价优惠等方案。那么，如果你认
为目前的票价会导致亏损的话，你完全可以将票
价上浮呀。而之所以要提高基准价，目的也许就
是为了在春运期间赚更多的钱。因为在10元的
基础上上浮30%，和在100元的基础上上浮30%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呀。

而且，现在的国际大形势已经决定了现在

是不应该开什么“公路客运票价调整听证
会”这一点的。因为国际原油价格正在大
幅度的下跌，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将是一
种必然。

事实上，这个听证会之所以要开，主要还
是那个“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原因在作怪。
此前因为国内物价上涨速度过快的原因，好多
涨价的事情都被叫停了，而如今在物价涨幅回
落的背景下，哪有不抓紧时间开涨价听证会的
道理呀？而且就算是达不到涨价的目的，也可
以要到其他的优惠呀。而这正是一个值得注
意的现象，一些地方在物价涨幅刚刚回落的大
背景下，要搞突击涨价。

珠江晚报
快涨慢跌的油价定价机

制该改了
话题：目前国际油价较今年最高位 147

美元，已经下跌50%，但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却
迟迟不动。中石油集团一位内部人士告诉
记者，“只有国内油价连续两个月都低于80
美元才可能会调油价”。

观点：油价定价中这种选择性的“滞后
期”让人无法理解。它让“闻升而涨，快涨快
升，闻降不跌，能拖就拖”几乎成了国内石油
利益集团的惯例了。

由于两大石油巨头的垄断地位，使得国
内成品油的价格制定注定无法趋向保护消
费者，所谓的“滞后期”，便是一种典型的体
现。国际原油价格一涨，国内迅速跟着涨，
一跌，国内却要滞后至少两个月，而那时油
价没准又反弹了，在这个“滞后期”里，原来
准备的降价措施也许就无疾而终。即便真
的降了，在这两个月的滞后期里，石油巨头
也从消费者身上赚得钵满盆满了。

由此可见，改变现行不合理的油价定价
机制势在必行。

新民周刊
土地流转不会产生流民
话题：农民获得土地流转权后，是否会

因为经济压力急于兑现，从而失去最后的保
障，沦为无地、无钱、无工作的境地。

观点：“三无”农民的产生并不在于产权
能否流转，而是出于农民无法维护自身权
益。有关专家估计，如果考虑违规占用耕
地，目前失地或部分失地农民的数量可能高
达5000万。

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农民的
土地物权，可以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完成从
封建主义向原始工业社会的过渡；其次，通
过工业化的进程，使农民融入城市化与工业
化渠道，积累财产性收入，同时完成现代农
业的转型。

新京报
支持购房重点应支持保

障性住房
话题：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今年第四季

度的工作重点中可以看出,中央的房地产政
策开始出现明显的改变,最新的中央政策则
是开始刺激需求了。

观点：“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降低
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这与以前的
政策的确有很大的差异。

但仔细研读,笔者发现中央的政策着力
点是“投资”而不是开发商期待的“托市”。
在“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之前
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显然,抑制需
求的政策的确在松绑,但这个变动不是为了
让老百姓去买开发商的商品房,而是买由政
府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

上海商报
消费者与微软死掐政府

部门该干啥
话题：某律师向公安部举报“微软‘黑屏’

计划侵犯用户隐私、危害信息安全，是中国最
大的黑客行为”。

观点：显然，占据着“舆论堡垒”有利地
形，裹挟人数之众，声势之大，“走投无路”的
本国消费者们至此俨然已经摆出了势必与
微软“死掐”的架势。

不讳言之，容不下这微软“黑屏”反盗版
的中国，我们很难想象能培育出怎样的“国
产品牌”以与之正面博弈。有业内人士就此
称，“本国国家网络信息安全建于沙堆之
上”，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正版生存困难的
社会，我们如何能够保证信息安全。

社会关注

调查谣言源头应该指向谁

人命关天，人以食为天，这是祖先的古训，
也是今人的共识，对于食品的安全人人都当小
心谨慎，宁可错过，不能受过。要想避免传闻的
变样和不实，唯一的办法就是媒体在第一时间
客观报道事实情况，政府在第一时间落实人民
的知情权。而这一次，四川广元旺苍县的政府
部门和众媒体都没有做得到。

君不见，手机短信和相关照片“近日”广为
流传，四川省农业厅新闻发布会召开于“昨天下
午”；再看，感染疫情的柑橘树68000多株都统
计了，被虫吃过的柑橘有12吨，政府出资300
多万元收购并深埋销毁1252吨，“果农的情绪
稳定”，政府进行这些操作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

成，可是政府信息怎么就没有及时公开呢？
1947年，国外有人给出了一个关于谣言的

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
性；这个公式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
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
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
性与模糊性至少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自
生自灭了。

可以想见，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不可能
趋于零，要想谣言没有生存的场所，只有设法让

“模糊性”趋于零，也就是让“清晰性”趋于无穷
大，也就是让事实客观真相尽早公告于人民大
众。“政府信息”不能靠“谣言”来逼。 柏文学

不能靠“谣言”逼出政府信息

在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谣言原本是最不
容易产生的，而对于资讯相对较少的东西，公众
所给予的关注也往往越大，也最容易妄加猜测
与口耳相传——而这原本就是基于公民对真相
的可贵执著，是对公权力始终抱有的一种难得
的怀疑态度。“谣言”即使产生了，其实也是最容
易被澄清的，只需要权威部门的权力诚信与信
息公开的及时准确，靠公权力的坦诚与毫无保

留来为公众解疑释惑。至于在信息相对缺乏的
时期产生的哪怕有某些失实的所谓“谣言”，宽
容些子又何妨？

谣言的源头与尽头，有关部门的追查方向其
实从一开始就错了：与“严查谣言源头”相比更应该
做的，恐怕还是反躬自省：为什么我们的信息公开会
滞后（甚至原本就没有打算公开）？权力应该对公众
知情权保有一种怎样的起码尊重与敬畏？ 萧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