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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舆论之所以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不是说舆论本身有什么强制力，而是谁的心中

都有关于公平、正义、常识的底线，超出这个底线的事情通过舆论暴露出来，最怕的就
是举国皆知。

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基本是不可逆的。只要开始透明，就必须更加透明下去，而
围观（网络民意）也是如此，只要开始第一次的围观，就会无数次地围观下去。这种围
观的眼睛是无所不在的，任何荒唐事都有可能引发一次大规模的注视行动。围观总会
发生的，不仅要习惯之，能敬畏并改正之就更好了。 ——《南方都市报》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话题：高考作弊，板子打谁？
（“北大称不姑息重庆高考状元民族造

假行为”跟帖）

网友发言
如果有作弊取消考试成绩或录取资格

的规定，就一定要按规定处理，决不能姑
息。这是关系到我们社会价值观的问题。

新浪网友
牺牲一个孩子，警示整个社会，值得！

北京网友
高考毕竟对一个孩子很关键，切不可

把父母的过错加在无辜的孩子身上。
广西南宁网友

孩子没责任？高考报名表和信息卡
是谁填写的？这么大不清楚自己是什么
民族？ 河北承德网友

话题：空调买得起，用不起？
（“空调维修员自曝内幕，收费2800元

成本仅百元”跟帖）

网友发言
前几天我的空调室外机有响声，找了

售后服务人员来看，告诉我风扇叶坏了，要
换的话，收费150元另外维修费150元。我
说扯淡，滚！后找了附近空调维修店的人
来看，实际上是扇叶的一个螺丝松了，爬出
去帮我搞好，收了20元。 广州网友

请大家一定记住，不管任何维修，过后
一定要把更换下来的部件索回，以防你的
好部件被拿去卖掉。 河北石家庄网友

我昨天刚修了一下空调，换了一个风
扇电机花了325元，是不是被蒙了啊？

广东中山网友
前几天空调遥控器失灵了，打电话给

客服，开口就是150元换一个。一个遥控器
卖150元，真是抢钱！ 深圳网友

话题：论文不够数，职称
没着落

（“揭秘中国论文剽窃利益链：博士副
教授充当写手”跟帖）

网友发言
做学术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发论文呢？

当初袁隆平因为发的论文太少就没有评上
科学院院士，却先被美国评为美国的荣誉
院士，为什么呢？该死的学术行政化。

北京网友
也不能怨高校教师，只能怪现在的职

称评审制度。现在出现抄袭也是被逼无奈
啊，每年不完成论文任务是要扣钱的，不同
的职称每年都需发数篇论文才算完成工作
量。每年发数篇所谓的论文，真正有价值
的又有几何？ 河南开封网友

俺是博士后了，10 年前当过一次枪
手，给一个在职硕士写的。俺从实验开始
做，一直写成论文，一共要了一万五千元。
那时我正在读博士，生活苦得一塌糊涂。

爱尔兰网友
这年头假知识分子不少，与知识分子

群体无关，请不要这样玷污知识分子。至
于假知识分子，你们尽管批斗好了。

湖北武汉网友

6月29日下午，有网友在
华龙网上曝光重庆市某区政府

“落实厉行节约八项要求有关
情况摸底汇总表”，该区近3年
来的公务费用一目了然，其中

购置公车及车辆运行费花掉6071万元！（7月1
日龙华网）

为什么这样一个公款消费数字，让网民感到
“震惊”，并疾呼公务费要“大瘦身”呢？我想，关
键恐怕就在于这既是一个非常具体、贴近身边的
公款消费数字，又是一个直接来自政府内部并且
此前一直未曾公开、非常难得一见的数字。

众所周知，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

实施，舆论对政府职务消费、公款支出的具体情
况的吁求日趋强烈和迫切。然而，在现实中，这
方面政府信息的真正公开，却一直迟滞难行。

如去年6月，针对“公款吃喝”花费，国务院机
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寻寰中便表示，“拿出一个
非常准确的数字挺难”。而今年4月，杨慧文等三
名律师向北京市73个委、办、局同时发出信息公
开申请，申请公开包括“公车使用、公款接待、公
款出国财政支出具体情况”等在内的5项政府信
息，被某部门答复：“你没有资格看到这些。我们
这些都是报给领导的，不是谁想看都能给的。”

回头再来看，重庆这份“摸底汇总表”，事实
上原本也是属于“报给领导的”，我们“没有资格

看到”的范畴，只不过“不幸”碰巧被网友看到，并
“泄露”到了网上而已。就此而言，这与去年有网
友因偶然间捡到相关文件，在网上揭露出的“出
国考察团”事件情节，其实如出一辙。

某些地方政府一面表示要“落实厉行节约”，
一面却又不肯直接公开交给人民去“摸底”，那
么，这样的所谓“厉行节约”，不仅内在的真诚性
令人怀疑，而且其外在的可行性、可落实性也同
样会失去起码的信息基础和条件。

显然，如果包括公款消费在内的基本政府财
政信息，都不能制度化地向人民公开，那么，“知
道政府做什么”的人民权利势必大打折扣，变得
残缺不全。

那一跪的辛酸
6月30日，北京市首个限价房项目西三旗

限价房项目交用现场，拿到钥匙的廉租户李先
生竟给市领导下跪表示感谢。

（7月1日《新京报》）
应享的扶助、应有的诉求、应有的权利被现

实切割成绝望与无助，沦落为被动的恩赐。恩赐
难有，幸运难逢，辛酸千万重，郁积在这五尺男儿
的一跪中。这算得上懦弱吗？还是指责他缺乏
公民意识？或者，那都是因为，指责者没有真正
经历过那绝望与无助的日日严相逼，那足以压弯
坚强的脊梁，足以令愁苦的皱纹爬满曾经最明净
的额头。

这样一幅画面，如果硬是被用来作为政绩的
标志、宣传的证据，则将一如既往地使人遗憾。真
正需要的，是能够从这之中体味到弱势群体的辛
酸、公共服务的缺失，以增强扶助民生的责任感，
还被动恩赐为应有的诉求、应有的权利。 许斌

可怕的“不就是赔钱嘛”
6月 30日晚，在南京江宁区金盛路上，张

某醉酒驾车，在1400米的路段里连撞9人后逃
逸，事故造成5死4伤。

（7月1日《东方卫报》）
肇事车辆登记车主是检察院公职人员王

先生，他去年把车转让给张某。对于车祸，王
先生坦然告诉记者：“不就是赔钱嘛，反正他有
的是钱。”

或许王先生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内心多少怀

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意味，但5条人命在他的脑海
中却只不过就是赔钱的小事情，鲜活的生命不过
是一叠冰冷的钞票，这样的思维让人后怕！

遇到麻烦事情的时候，动辄就想到花钱消灾
似乎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寻常思维定势，在他们看
来，花钱就可以摆平一切，甚至可以用钞票来嘲
讽法律的公正、蔑视旁人的生命。

“花钱摆平”成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潜规
则”，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法治建设的一个缺憾，同
时也是我们执法环境不佳的悲哀。 张汉

厉行节约不能“纸上谈兵”
□楚一民（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