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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联播

热点话题

社会关注

把市民的事看做自己的事
——写在第九个记者节到来之前

第九个记者节就要到
了。从本报昨日报道中可以
看到，我们有那么多记者为了
庆祝，为了把这个节日过得更
有意义，已经做好了准备，随
时全方位地等待为所有生活
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服务。

在今天，记者不仅能做，而且在某些方面
还能做得比较好的，“帮办”就是其中之一，即
帮市民“跑腿”，为市民服务。记者们大都有一
个最朴素的想法，这就是“想在自己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帮助更多的人”。而一张新闻纸，也
正是依靠记者们的辛勤劳动，把读者与城市、
与社会、与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城市建设
和发展“出一把力”。

特别是在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
天，随着城市建设和社会的发展，矛盾总是有
的，问题也总是有的，何况我们还是一个发展
中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社会
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出现新的问题，市民们在
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新的困难，这一切都需要
记者，需要他们在市民与政府中间做下情上达
的“桥梁”，需要他们帮着向政府反映民生疾
苦，需要他们化解社会矛盾。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怀疑记者的“能力”，认
为记者起不了什么作用。你不能说这种怀疑
没有道理。记者也只是社会的普通一分子，别
人遇到的苦恼，记者们也会遇到；别人有的困
难，记者们也都会有。除此之外，他们不仅有
自身的局限，也同样要受环境的制约。因此，

记者们也同样希望能得到理解。
但无论如何，记者们没有忘记他们的身

份、没有忘记他们的职责。也正因为是记者，
他们就要比普通百姓更加关注社会。

在我们看来，记者首先是社会的良心，
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良知。记者
有义务报道新闻，媒体有责任报告事实，这
一点越来越深入人心。而违背了这一点，
也就违背了新闻规律，也就置记者于难堪
境地，让他们更难以向人民交待。正如几
年前一家媒体在社论中所说，当一些地方
负面事件过多时，那并不是记者报道的责
任；当一些新闻事件引发强烈反响时，那也
不是记者报道的结果……

记者节报道见本报今日A05、A06版

长沙市一家会所专门推出了为官员进行
商务形象策划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包括官员
所有的外在形象策划设计和服务，收费不菲。
（11月3日湖南在线）

基于官员首先是普通公民的第一身份，进
行形象设计这无可厚非，但正如众多网友担心
的是，爱美是个人的事，但是作为人民公仆的
官员，其爱美到底是由谁来买单？

官员用高达两三万元的价格去会所装修自
己的面子，到底是给谁看？这是分清爱美账单谁
来支付最为关键的地方。官员的行为似乎总要
和公众的利益挂钩，爱美也不例外。即便是个人
行为，也要和外交、礼宾、商务等场合活动联系在
一起，如此而来那么装修面子的钱该由谁来掏？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担心似乎也是杞
人忧天。按照这家会所设置的爱美下线：一般
科级以下官员没有在此处爱美的权力。如此

暗含着只有够级别的官员才可以去爱美。俗
话说，有权就有钱，大权来大钱。按照惯例，够
级别的官员爱美自然通过手中的大权来支付，
只是作为一般公民，不能知晓而已。

当然，你也可以说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显
示湖南官员装修自己面子到底姓“公”还是姓

“私”。但山西省定襄县的县长耗资千万去追
星，总该姓“公”吧！据新华社报道，山西省定
襄县为凝聚人气、招商引资，近三年来先后4次
邀请明星前来助阵。但是项目没引来几个，钱
却花去1000多万。与此同时，污染、学校危房、
群众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
这不得不让人想到隋炀帝，宁肯给大树包上绸
缎，也不愿施舍给百姓。

不过有人也会说，这二者有关系吗？山西
定襄县长虽然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但不管民
生耗巨资追星，说到底无非是给自己的政绩装

修。同样装修面子，这与湖南官员装修自己的
面子有何两样？其实这些装修的“面子”实质
问题是官员的“里子”。深谙中国人习性的林
语堂先生说过，面子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于习
惯。不给人面子就是最大的无礼。可一旦给
了官员面子，公民的钱包就开始干瘪起来了！

给人留面子尤其是给官员留面子，成为由
来已久的潜规则。这不仅让装修面子的官员，
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官员“常修为政之德”的
话记成了“常修面子工程”，而且可以让追星县
长一追就是两年而且安然无恙。

不过山西的追星县长也给湖南的面子官
员提了个醒，爱美是好，但装修面子的资本该
不该向公民的钱包伸手，值得考虑。虽然一贯
自命“坚持原则”的官员从来都不喜欢坚持“规
则”，但社会显然把首次写进“问责制”的《国务
院工作规则》当真了！面子可装，小心为上。

长江日报
责怪消费者是转移食品

安全问题焦点
话题：从“柑橘生虫”事件发生，就有意

见批评消费者“太过敏了”。中国人民大学
一位教授是这么说的：“城里人没必要无端
发神经，害得所有的橘农都卖不出橘子。”

观点：有虫的果子“无害”，是作为纯粹
食物标准而言的。但水果一经上市，就是产
品。产品的外形、品质，是高于纯粹的食物标
准的。很多人说了，“柑橘生虫”主要就是让
人“恶心”。你说无害，饮料瓶里的死老鼠，经
过高温高压处理，你会当肉汤喝下去么？

将食品安全事件指责的矛头转向最无
辜的消费者，显得模糊了问题的焦点。

潇湘晨报
单双号限行风行背后的

中国式治堵
话题：北京开奥运，实行了单双号限

行。奥运开完了，限行也取消了，中间虽有
把单双号限行搞成“长效机制”的提议，但没
有成为定案。最近，昆明拟实行机动车单双
号限行。

观点：堵塞是不方便的，限行也是不方
便的，但是否有不限行也不严重堵塞的办法
呢？如果有，我相信一定会比限行治堵塞的
办法要费脑筋得多，限行治堵，优点就是不费
脑筋。把简便留给管理，把麻烦留给大家。

我看到大家都在为交通拥堵而头疼，看
到限行将私车逼停路边，要优先的公交仍然
不能让人作为出行的选择，而要被改革的公
车仍然增长并且通行道衢。世界上有几个
地方是在限制行车的方向上改进交通呢？
我们的交通拥堵，也是中国式拥堵，特色鲜
明，所以我们的治堵，也就成为中国式治堵。

东方早报
房市暴跌幻觉是做给谁看的

话题：广州市房管局公布最新房地产市
场分析报告显示，9月份广州一手住宅均价
同比下降14.9%。而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
公布的数据却显示，广州楼价环比下降幅度
只有1.4%。

观点：房价信息上这样的不对称，伴随
着房地产业的潮起潮落，已经由来已久。实
际上，信息与数据的混沌和迷离，不仅仅在于
统计工作中的缺陷，同时也在于人为的误导。

这些数据和信息不仅仅来自开发商，而
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政府有关部门和部
分学者。从信息的混乱和扭曲甚至人为的
误导，到可以操纵消费者预期的神话的产生
和暴跌幻觉，再到强势利益群体的恶性炒
作，借民众误解要挟政府和社会整体，翻手
为云覆手为雨，可见这种利益博弈的变化之
无穷，程度之激烈，以及强弱之间的力量之
悬殊，已经到了何等之地步。

珠江晚报
师生恋和校长的利益回避

话题：中国政法大学程春明教授和广东
廉江中学校长黄兆峦被杀案，虽然案件真相
尚未公布，但连日来有关“情杀”的“流言”在网
上蔓延开来，让大家对“师生恋”高度关注。

观点：虽然教师手中的权力有限，但还
是拥有对学生而言十分重要的权力。近年
来发生在校园中的“钱题交易”、“性题交易”
丑闻表明，“师生恋”不但难证自身纯洁，还
影响教育公平。

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这容易让大家接
受，但是推行利益回避原则，却不一定行得
通。很显然，当只要求教师利益回避不得

“师生恋”时，教师们会追问行政领导们为何
不“利益回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一问
题，对学校事业的发展来说，比处理“师生
恋”，也许更为棘手。

追星县长和爱美官员的“面子活儿”
□马想斌

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涉嫌酒后
拖女童进厕所。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
引起强烈反响。11月 3日，交通运输部党组决
定，免去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在社会上造成
极其恶劣影响的林嘉祥党内外职务。

受害女孩家长表示，当晚他们前往酒店调
阅录像时，事发时段内的录像居然神秘失踪。

“陈父”对女儿受害案的态度非常坚决：“不要
道歉，不要金钱”，“只希望将自恃特权的恶棍
绳之以法”。 新闻见本报今日A14版

林嘉祥事件，不要逼公众去想像事实

由于监控录像缺失，接触此事的人们，包括
女童的父母，都依靠女童的指控及事件的逆推，来
修补缺损的事实——人们是不是在不得不相信一
个未完全被证实的事情？

面对林嘉祥的“坦荡”，假如我们不相信他
真的干了，又怎么相信“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
的直接与实在；假如我们不相信林嘉祥真的干了，

又怎么相信“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
我怎么收拾你们”的能干与蔑视；假如我们不相信
林嘉祥真的干了，又如何相信天下没有钱摆不平的
事情、天下没有收拾不了的人这一流行风气。

不要逼公众去想像一个事实。在一个法治
社会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公仆们手中
的权力，殊属正当。 晓宇

因为摄像头位置的原因，那一分钟的画
面，成了我们的视觉盲区。但这一分钟内的事
情，却让一个原本天真开朗的小姑娘，变成一
只受伤的小兔子，蜷缩着独自舔舐生理和心理
的双重伤痕。

生理创伤容易愈合，但心理伤痕却难平
复。这起猥亵事件中，受侵害的不止那位小姑
娘，从某种层面上说，林嘉祥事件若处理不当，
公众情感、社会良知、官员伦理和司法公正都

可能被猥亵，这才是最糟糕、最恶劣的影响。
因为这会导致公众对官员伦理产生怀疑，甚至
动摇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以及对法律的坚
实信仰。

固定位置的摄像头是死的，不可能监控下
视觉死角的丑恶罪行。但这也正考验着我们
的司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司法智慧。摄像头
有盲区，但司法不能有盲区，必须用司法公正
来修复这个盲区。 李晓亮

早在法律判定之前，网民们差不多已经把
林嘉祥给打入了天牢。

有消息说深圳警方将会公布调查结果。
如果林嘉祥死不承认他做过那样的事情，又没
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位书记卡住女孩脖子
往厕所拖的关键事实，一方面是这件事情已经
群情激愤，已经处于舆论的超强监督之下，另

一方面又在关键的证据上卡壳，这对参与调查
的警方无异于一个超强的智力测验。

辛普森案拖了十几年才宣判。这十几年
中，差不多全世界都知道是辛普森，但是法律
偏偏说不是辛普森。

林嘉祥会不会是中国的辛普森呢？
张军瑜

尽管不知道林嘉祥最终会不会被判有罪，
但受害女童的父亲态度非常坚决：“不要道歉，
不要金钱”，“只希望将自恃特权的恶棍绳之以
法”。掷地有声！令人肃然起敬。

说实在话，自林嘉祥猥亵女孩事件在媒体

曝光以后，人们最担心的是孩子的父母会不会
轻易地被林嘉祥“摆平”。如今，狂妄的“林局
长”竟然遇到了“陈父”这个只认“死理”之人，我
们在为“陈父”鼓舞与欢呼的同时，不免又会对事
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产生担忧。 王寿斌

以司法公正来修复摄像头的盲区

林嘉祥会不会成为中国的辛普森

当狂妄高官遇到认死理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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