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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论

一个城市流动人口最
多的地区，无疑要数火车
站，而很多外地人也都是透
过火车站这个“窗口”对这
个城市留下一些感性认识。

如果火车站这个“窗口”传递的是整洁、是
美丽、是热情、是老少无欺，这个窗口自然也就
会给路过的旅客留下好感。相反，若是这个“窗
口”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污斑”，甚至让从这个

“窗口”前流动的旅客有一种遗憾、反感乃至厌
恶，那么，这个城市在旅客的眼里和心中留下的
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

说起来，作为我国铁路重要枢纽的郑州火
车站，这么多年来为输送南来北往的旅客立下
了汗马功劳，这个地区的管理者在环境和治安
管理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不久前对广
场的清理整顿，让火车站广场像个广场样，都是
值得称道的举措。

然而，若是从“窗口”的高度来要求，这个地
区的管理工作还做得不够到位。别的不说，我
们不仅不时地可以从当地媒体上看到，外地来
郑州的旅客在火车站地区打电话挨宰的情形，
这个地区还时不时会闹出一些别的“乱子”，比
如近些天来，火车站广场就出现十几个掂着小

包的女子以“回不去家，差点路费”为借口，在火
车站广场骗取外地旅客的钱。

众所周知，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繁华”地
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因此，要求火车站地区完全杜绝此类丑恶事件
也不现实。然而，如果一种明目张胆的行骗行
为却能大行其道，甚至在某一时间段，“每天”都
能上演同样的“把戏”，这就不能说没有管理者
的责任了。

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地区看作我们居住的
这个城市乃至河南的“窗口”，对这种行骗行为
又怎么能熟视无睹呢？

潇湘晨报
毒奶粉事件能否催生赔

偿基金制度
话题：三鹿等22家责任企业愿意向患

儿主动赔偿，对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
次性现金赔偿。

观点：由于尚未获知更详尽的信息，人
们或许一时无从判断，这一赔偿方案到底
能否让受害者满意。不过，它至少已经提
供了一种现实的解决途径。而且，这种由
相关各方共同建立基金以赔偿受害者的做
法，具有升华为制度以应对类似问题的价
值。

建立赔偿基金的做法，想要成为一种
制度，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很显然，此次
奶企建立的赔偿基金，是一种事后的、被动
的做法。而一项基金要真正起到更普遍的
权益保障作用，除了明确的目标之外，还必
须有稳定的资金来源。食品、药品安全的
赔偿基金，不应仅仅是对某一特殊事件的
补救，而应当立足于对此类事件的普遍防
范。这就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以及强制
保险或者征税之类更高效力的筹资渠道。

北京晚报
谁家的猪那么该给贪官杀

话题：原广东韶关市公安局长叶树养
喜欢杀猪，于是有下级投其所好专门搞些
猪来让他杀。如今叶树养贪贿舞弊事发。

观点：据说叶局长是只杀不吃，难道图
的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抑或就想
听这个动静？暂且先不从精神分析的层面
来说——那样一说，离惊悚变态的路子已
经不远了，只说这屠宰过程，第一不“人
性”，第二不符合检验检疫的要求。

在对叶树养的报道中，有个细节提到，
叶杀的猪会哀号很久不死，别人还要补上
一刀才行。如此屠戮生灵，焉能爱民如
子？这倒给各级监察机关提了醒，排查一
下官员的爱好，没准儿是反腐一条新线索
呢。

东方早报
从约束夜不归宿看地方

性立法弊病
话题：新修订的《广东省未成年人保护

条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
未成年人夜不归宿，不得让其脱离监护单
独居住。

观点：广东此次修订《条例》，同样要在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国家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因而，只要
稍微翻看一下这两部法律，就能发现“立法
约束夜不归宿”的依据。

请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16 条
第 2 款：“未成年人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
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其所在的寄宿制
学校应当及时查找，或者向公安机关请
求帮助。”对比其上位法，该《条例》至少
在“夜不归宿”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突破，
更遑论创新。此《条例》再次暴露出地方
性立法由来已久的弊病：过多的重复性立
法，在一味地叠床架屋之下实则很少关照
法律的执行。

借力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以网络民主推动思想大解放、大发展成勃发之势，一种崭新的中国式网络监
督，已经登上舞台，在众多公共事件中，我们不但都能看到网络民意、网络舆论的身影，介入也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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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边缘的
为何效果很明显

事实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都不可谓不
丰富。从不同角度来看，有来自组织的监督，
也有来自群众的监督；有领导的监督，也有同
志间的监督；有纪律制度的监督，也有新闻舆
论的监督；有对领导干部自身的监督，甚至还有
针对其家人、亲友的监督……网络监督，恰恰是
最远离权力运作中心的监督形式，从时间上说，
网民不会是权力运作的首先知情者，从空间上
看，监督者常常远离被监督者千里万里。置之
于整个监督体系，网络监督本该只是舆论监督
中一个边缘化的微不足道的监督形式。

最边缘的监督却成了最有效的监督手
段，这多少降低了我们因网络监督的成效产
生的欣慰，而多了几分沉重。 刘楚汉

网络成语另类表达
背后的正面讽喻

2008年经历的这么多事情，经过网友的
发挥，生成一系列“新成语”：正龙拍虎、秋雨
含泪、兆山羡鬼、林貌杨音、聚打酱油、欧阳挖
坑、谁死鹿手……

毫无疑问，每一个网络成语背后都汹涌
着一段让人或惆怅或汗颜或悲愤的故事。仔
细打量这些网络成语，每个字都是直白浅显，
不动声色，但实际上言简意赅，旨远辞高，其蕴
藉的讽刺意味让人拍案叫绝，而后苍凉苦笑。

鲁迅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
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实际上，
这些网络成语之所以一出世就应者云集，影
从者众，受到网友的追捧，正因为它们一方面
来源于实事，另一方面又表达出了实情。

总之，无论是讽刺、批判，还是规谏、权利
诉求，这些网络成语都是对现实的介入，都是
对污浊现象的干预，也都寄托了网友的憎恶
和朴素期待。 石城客

我是网友
我要“很雷很可爱”

2008年，网友最活跃的一年。2008年，
网友“很雷很可爱”。

网友“魑魅魍魉2009”先后爆料了“新
余人力资源考察团”、“温州培训团”和“张
家港领导夫人旅游团”，让鲜为人知的秘密
浮出水面。网友“揪”住周久耕不放，其房
产管理局局长职务已被免，其他问题正在
进一步调查之中……

网友，智慧是无穷的，不仅发明了“打
酱油”、“很黄很暴力”、“做俯卧撑”、“雷”、

“囧”、“槑”等一大批新兴词汇，而且已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反腐倡廉的重要力量。一
定程度上讲，“很雷人”，但很可爱。

网友离不开网络，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建设也离不开网友。我们可以发现，网友
已将“拍砖灌水”当成沉甸甸的责任，其中
很多网友的建议与意见成为立法或党委政
府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越来越多的政府
及其部门向网友征求意见成为科学决策的
重要依据，成为打造服务型政府、亲民政
府、透明政府的重要途径。“很雷很可爱”的
网友，是社会文明的推进者与建设者，也是
社会的监督者和守护神。

网友是关爱的化身。在举全国之力抗
震救灾中，网友强大的力量再一次体现出
来，成为抗击地震灾害的重要力量。网友
自发传达灾区现场情况，譬如灾区需要什
么，缺乏什么，在灾区中发生的感人故事，
网络在担当信息使者的同时也是连结灾区
人民与网友的纽带。你们是爱的化身、爱
心的奉献者、希望的传播者，你们也是公民
社会里的一名公民，有责任心与使命感的
公民。

我是网友，我骄傲；我是网友，我自豪；
我是网友，我有责任；我是网友，我要做一
名“很雷很可爱”的公民。 冬雪草

“久耕托市”

“我是北京派来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