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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火柴&女孩”称，近日，有机会来
到位于皖北阜阳市辖区的一个镇子上采访，
走进富丽堂皇的党委办公楼，不禁惊叹没有
见过世面。

最令人瞠目的是“书记室”里的摆设。
偌大的房间里，摆满了散发着古朴香气的名
贵红木椅子、茶几。光红木椅子就有 14
张。邻近乡镇一位来访的领导告诉记者，每
张椅子的价钱都不会低于 5万元。更令人
称奇的是，党委书记本人坐的是椅背上雕有
龙图案的“龙椅”。知情人告诉记者，光是书
记室内的老板桌、龙椅、红木家具等摆设，价
值应该在百万元以上。

交谈中了解到，这些摆设都是前任一位
姓张的老书记置办的。而当时，该镇所在的
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几百元。

这个“老张书记”不是别人，就是阜阳
“白宫书记”张治安的父亲，被称为“颍上教
父”的张家顺。张家顺在 1994年担任县委
副书记后，一度任这个镇的“第一书记”，直
到曾任镇长的张治安顺利接班，当选为镇委
书记，他才不兼任“第一书记”一职。

张治安不再担任该镇党委书记之后，经
县委特批，退休的张家顺重新担任党委书
记，又反过来接了儿子的班。据《广州日报》

为了保护国产动
画片，自 2006年 9月 1

日起，中国大陆各级电视台所有频道在每天17时
到20时之间的黄金时段，均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

近日，有网友指出由央视重磅推介播放的
少儿动画片《大嘴巴嘟嘟》“严重”照搬日本知
名动画片《蜡笔小新》。从网友给出的视频截
图中可看出，无论是场景还是故事内容，基本
都是仿《蜡笔小新》而来。

2009年7月5日，一位署名为“肥嘟嘟左左
卫门”的网友上传了 10多张《大嘴巴嘟嘟》与
《蜡笔小新》的对比图。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无
论是场景还是故事情节，甚至是人物的表情以

及人物所站位置，《大嘴巴嘟嘟》都与《蜡笔小
新》高度的一致。

2007年 5月开始，央视少儿频道就在晚间
开播《大嘴巴嘟嘟》，据称这是一部关注现代
儿童成长的大型原创动画，以一位 5 岁幼儿
园小朋友“大嘴巴嘟嘟”为主人公，聪明“绝
顶”有着超级模仿能力，他还有铛铛、小恩、
阿鱼、阿威等好友。

《大嘴巴嘟嘟》开播后就从央视、百度等各大
论坛不断传出批评的声音——网友认为该剧涉
嫌抄袭《蜡笔小新》，不仅角色配音上模仿，连人
物、性格也相似，剧中配乐则是来自另一部日本爆
笑动画《热带雨林的爆笑生活》。 据《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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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曝镇书记办公室
红木家具值百万元

最近网友间有一种说法：“不能跟写博的人聊八卦的事情，也不能将自己不愿公开
的事情告诉写博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作为素材写到博客上，这样你和他共有的
朋友圈就会知道你的糗事、乐事，一不小心，或许你就成了一时的名人。”将这个话题抛
到本报的扬子活力论坛上，不料，写博的人、读博的人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其实我有博客，博上放着自己写的诗
歌、小说，还有随笔。某友是个记者，可能是
职业习惯，他特爱在我的文字里扒出点什么
来。第一次是在我的一首诗后，写下大段的
文字，用写实的手法告诉我他读诗的感想，
这感想若是纯评论的，我必定会受宠若惊，
但他将诗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联。甚至特意
写了首诗，跟在我的帖后，还单独发帖挂在
他的博客里，令我无以应对。

不久，我在博上挂了小说，小说有情感元
素，甚至模糊的性元素。这些元素引起了他极
大的兴趣，跟帖之余，还在QQ上对我刨根问底，

探寻我创作的来源与动机。这令我非常不快，
小说是小说，生活是生活，即使小说来源于我真
实的生活，他也没有权利追究别人的隐私。

随后我从朋友处得知，他在外面谈论我
的诗歌与小说，更多用了八卦的口气。我感
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若单纯是我网络内的朋
友也就罢了，毕竟谁也不知谁在地球的哪一
方。但现实他就在我的城市，我生活的范围
内。他爱扒的个性弄得我在博客上写点东
西都心惶惶的，仿佛我是个透明人，全然曝
光在他的眼皮底下。而我无意成为“明星”，
不想成为别人口中的谈资。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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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排图片是《蜡笔小新》截屏下排图片是《蜡笔小新》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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