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多，并不意味着舆论环境不好，也不代表社会环境就糟糕得不行。
更为关键的是，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对批评和质疑声音的宽容，其实是一

个宪政上的言论自由问题。正如一个经典的比喻：如果宪法是一个人的大脑，有最高的约
束功能。新闻和言论自由就是最敏感、亢奋的那根神经末梢。当它受压迫，你头就要痛
了。宪政尚且如此，公共政策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神木县的官员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恐
怕也就不会为舆论的批评和质疑声感到困惑了。 ——《中国青年报》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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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交通治理年，一辆警车5个月违法53次”（A07版）

违章“红包”岂止是种警示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话题：孩子待遇以啥为标准？
（新浪新闻“广东拟按年龄标准实行儿

童优惠购票”跟帖）

网友发言

应该按照身高收费,这种方法既简单
又科学,而且比较可行。必要时可以提高
身高门槛。 南京网友

既然有这样的身高，享用了一定的公
共资源，那买全票也没什么可说的。

广东网友
这手法不错。可以叫每个人都办身份

证了，公安局可高兴了，办一个收30元还
指定相馆。 广东网友

话题：如果贪官装出穷酸样
（新浪新闻“重庆贪官受贿288万获

刑，曾假装租房以示清廉”跟帖）

网友发言

“首先是对‘一把手’的权力必须予以
监督。这是个老问题，却是许多腐败案件
的症结所在。”这样的话要说多少年？

上海网友
这些贪官应该向卢武铉学习，离山崖

远的可以从高层楼顶往下跳，我想效果也
不错。 山东菏泽网友

连贪污带渎职，国家损失近千万，只判
14 年，真是太轻了，国家的法律怎么这么
宽松。官越大应判得越重，知法犯法罪加
一等，这种惩罚制度应该修改一下。

山东枣庄网友
贪污 200 多万判了 14 年，要是贪污

2000多万可能就判你10年。谁让你贪的
少呢。 黑龙江七台河网友

3000 页的报告说明我们国家的监督
机制有问题,如果建立真正的民间审计
和监督权,我想贪官的调查材料最多只有
几页。 贵州网友

话题：油价上涨为何牵
动人心？

（网易新闻“国家发改委辟谣：近期成
品油价格不会上调”跟帖）

网友发言

澄清的真是时候。中石油、中石化连
涨3天，短线赚够了，就出来澄清了？

成都网友
你跟美国比比看，美国包括了所有的

路费税费，到今天国际油价 60 美元/桶的
时候也才4元多人民币！真不敢想象，如
果国际油价到140美元/桶的时候，中国的
油价会是多少？ 宁波网友

油价从140跌倒30的时候，我们的油
价仅仅下调了1块多钱。现在油价刚刚上
涨就要调两三次了？太过分了，老百姓的
钱就该交给石油公司？ 广东网友

对常人而言，“红包”里
包的就是钱，“红包”就是

“钱”的代名词。可昨天在
交通治理年活动办公会上，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保
卫给各单位发的“红包”，竟

是各单位公车近段时间的交通违章记录及处罚
通知单。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上去接“红包”的
人心情不会很平静，说不定还有几分尴尬。

交通违章，并不稀罕。从全国来看，每年因
违章驾车也不知要发生多少起交通事故，损失
多少财产，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然而，我们有
些驾驶车辆者对交通违章给国家、家庭及个人

带来的损失和伤害依然熟视无睹，不把交通违
章当回事。

特别是当看到违章记录中有些执法部门或
政府的公车次数较多时，我们觉得市领导发这
种“红包”的意义就更不一般了。这不仅是对这
些部门中开公车的同志的提醒，也是关爱，更是
警示。如果作为执法部门的车辆，非但不能以
身作则，反而比普通驾车者违章更甚，且不说同
样害人害己，对社会风气还会带来不小的负面
影响。

我们相信，那些违章记录中，有些可能是因
为有客观原因造成，但也有一部分就要从违章
者主观上去找了。像执法部门及政府公车交通

违章如此严重，稍作分析即不难明白，有些开公
车的司机恐怕还是有特权思想在作怪。这些人
只要能反躬自省，把自己看做一个普通的驾驶
者，把交通规则同样看做“天条”，估计也就会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少违章，乃至不违章了。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车辆也会随之
增加，再加之因为要修地铁一号线，影响一些地
段的车辆通行，我市的交通形势会更加严峻。
要想最大限度地缓解市区交通拥堵，除了采取
一些必要的措施外，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公车私
车都能照章行驶。可以说，在交通规则面前，车
车平等。不论是私车还是公车，谁都没有理由
不遵守交通规则，谁都没有理由违章驾驶。

一则困扰江苏省
人民医院的传言，借
助网络被加速传播。
这则传闻称，一名早
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医药代表，在潜规则
的语境下，与江苏省
人民医院医生有染，
结果使艾滋病病毒在
这家医院内部扩散，
牵出一串医生，甚至
还有护士。（本报今日
A21版）

这起“艾滋门”事件，绝对是一部吸引眼球
的电视剧，美女、贿赂、性丑闻、同性恋，还有令
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这一切让这部大戏充满
了悬疑与惊悚。

可以说，“艾滋门”捆绑的，不仅是一家医院
以及相关医务人员，在被谣言污染的世界里，甚
至谁都不是幸免者。如果“艾滋门”不能迅速通
过危机公关，祛散传言制造的恐慌，必然会让更
多人的权利遭受隐性的捆绑。

回过头来看，“艾滋门”事件发端于那名感
染艾滋病毒的女医药代表，她之所以能够成为
一条周身布迹着毒液的美女蛇，让人们相信有
医务人员被咬伤中毒，还是因为依存着医药代
表与医生之间的潜规则语境。也就是说，如果
真的存在这样的“美女蛇”，的确可以推倒一
副多米诺骨牌，让更多的医务人员倒下去
的。显然，这就为医院提供了一个最重要
的隐讳文本，使得医院方面宁愿接受“艾滋
门”的污名化，也不愿意打开一扇可能存在的

“受贿门”。
于是，相关的既得利益者才会制造一种信

息公开的阻力，通过关闭“艾滋门”，来把其他问
题藏得更深。

事实上，就是背后存在的更大的利益推手，
死死地堵住了那扇信息公开之门。 单士兵

别把学生捡钱说得“罪不可恕”
5月22日，美国体育使者男子明星篮球队

到湖南湘西某市中学访问时，一球员在车辆离
开校园时打开窗户，向围观的中学生撒人民
币，造成现场一度失控。（5月27日《扬子晚报》）

我认为，个人素质的“社会需求”与“实际
表现”，往往是有差距的，何况是涉世未深、正
在成长中的中学生了。对于他们现实中的一
些不够成熟和理智的表现，当然也需要适当进
行批评教育，但更需要抱着足够宽容之心，谆
谆善诱、正确引导。那种天然地把自己放在道
德制高点上，动辄对人家摆出一副“罪不可恕”
的表情痛快开骂，听起来好像正气凛然，骨子
里可能恰恰展示了其虚伪和缺乏自我反省意
识的本质。 司马童

让道德讹诈者成为“过街老鼠”
近两个月以来，厦门、南京连出“彭宇案”，

让人很是不爽。（5月24日《海峡导报》、5月26
日《现代快报》）

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个社会毕竟还是
好人居多，以至于又有了热心助人的老蔡和小
点点及他的同学们。然而，让我们感到悲凉的
是社会上还存在着个别为了金钱，不惜以怨
报德进行道德讹诈的“中山狼”。俗话说“一
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虽然道德良知崩溃
的是个体，但其却具有强烈的辐射性，带给社
会的却是群体的迷惘担忧，而最终将影响着
大众的社会行为，从而打乱整个社会道德体
系的相对平衡。

因此，笔者十分赞同部分网友的看法，
对于以不道德戕害道德的厦门被撞老妪、南
京摔倒妇女，绝不可以就此轻易放过。唯有
让道德讹诈者成为“过街老鼠”，无所遁形，
那些曾经被强加于身的道德恐惧才有可能
消除，社会的公平、正义、美德最终才会得以
回归。 罗宜福

让明星“连坐”，不如拿执法部门问责
最高法院副院长熊选国 26日表示，对于

明星的代言行为，如果是明知他人生产、销售
假药、劣药，也应视作共同犯罪处理。

（5月27日《华西都市报》）

明星艺人代言的产品屡屡出现问题，让公
众屡屡受到伤害。公众受伤害，明星艺人却从
中获利，这显然是不道德的，最重要的是，制造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触犯了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是一种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让明星负连
带责任，可以说不为过。

然而，明星如何知道其代言的药品是假药
呢？这是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明星知道其
代言的药品是假药呢，这更是一个问题。退一
步来说，连不懂任何技术的明星都知道了是假
药，那么，这些假药为何还能在市场上横行，那
些执法部门哪儿去了？所以，与其让明星“连
坐”，不如拿相关执法部门问责！ 池墨

当然，医生被“妖魔化”有一定的委屈，一定
程度而言，该谣言帖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人
们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烦躁发泄到了医院头
上。诚如一名医生自白：实际上，我国药价高的
原因很多，而医院无力承受所有责难。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辟谣消息已经以正视
听了，仍有网民固执地表示，老一辈经常说“男
不娶艺，女不嫁医”，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不少男
医生真的是流氓。网民对医生的“成见”如此之

深，仅是网民的傲慢与偏见吗？
在邓玉娇事件中，有人感叹，舆论对于民女

抗暴的文学合法性的认同，是一个信号——中
国的法治尚未让群众满意。无独有偶，网民对
医生群体的文学想象，同样昭示了医生的整体
形象难以达到公众预期，这一方面固然源于体
制病灶，另一方面则缘于一些医生自甘沦陷，因
此“艾滋谣言事件”尽管已经平息，但由此引发
的各种危机昭示不能不让人忧虑。 秦淮川

“艾滋门”背后的多重危机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