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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
“周老虎”
真的死了

周正龙所谓争口气奢侈建房，实际上是在以此“昭告”世人：我的牺牲是不会白费的，我的
“坏事”也未必不可以通过“保护他人”而变成“好事”的。

“周老虎”不再发威了，但千万别以为它就是一只“病猫”或“死猫”。
当我们至今还为“周老虎”而感到“被欺骗”和“很受伤”时，作为该案的责任人们，却未必

感到一丝羞愧，他们除了会施以或得到变相补偿以“报复”公众外，还可能通过其他形式和途
径再度上演类似闹剧，即便闹剧不会再发生在镇坪县。 ——《扬子晚报》

□晚报评论员 何水清

站在2010年门槛上

社会关注社会关注

话题：上海最贵住宅每平
方米19万

网友发言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没有更高只有越来

越高。 广东中山网友
我们不反对创造这样的纪录，这是针对

富人的。我们只关心普通房子的价格，关心
普通大众什么时候买得起房子。 合肥网友

当我的住房公积金上 K（千）的时候，房
价已经上W（万）了! 江苏网友

话题：重庆涉黑案律师李
庄涉嫌伪证案开庭

网友发言
李庄在打黑除恶问题上敢公开试法，就

是他确信现实和法律不是一回事，没想到栽
在重庆。 辽宁锦州网友

他为那么多名人做辩护，挣了不少钱
吧？谁能说出他曾为哪些没钱的人做过
辩护？ 天津网友

律师作为公权力的制衡力量，要以遵守
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底线。 河南网友

话题：天津“黑车”司机不
满整治欲拦火车，4人被撞死

网友发言
知道天津的电动三轮车（俗称电三马也

叫狗骑兔子）有多遭人恨吗？横穿马路、闯红
灯、随处乱停、随便并线，到处都有啊。

天津网友
动车高速行驶时会在车身附近形成一个

低压区域，人离铁轨一定距离时，即使不站在
铁轨上也会被吸进去。这些人可能不知道这
个常识。 北京网友

本想引起社会关注，现在目的达成了，可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南京网友

即将走过2009。2010让我们期待，并充
满着梦想。

站在2010的门槛上，2009仍然最后环绕
在我们身旁。我们的肌肤能触摸到金融危机
的冰冷，我们的呼吸能感受到黄色皮肤引领世
界大步奔跑的张扬。

我们的嘴角还挂满着拼经济成功后的喜
悦，我们也为三鹿那样的悲剧残存着悲伤。

我们享受着经济发展的不尽实惠，我们也
在为高房价怒在眉头，伤在心上。

我们的耳边少了不少欢呼，我们对未来多
了几分成熟后挂肚牵肠。

经济决定生活的品尚。2009，这是一个中国
人倍感荣光的年符，这是30年积淀下来的荣光。

我们沐浴尊严，我们奏响“春华秋实”，悠
扬中能听出她的底蕴铿锵。

处在北纬34度向北，郑州的新年都从冬天
开始，一月被裹挟在寒风中，让我们忘却即便是
有过的隐痛和忧伤。挥挥手挥去遗憾，点点头许
个心愿，悄悄地发出誓言，找片冬绿言说惆怅，挣
扎后的摆脱无奈，捡回那妥协过的理想……

即便你依然对明天忐忑，也要慷慨地站在
2010 的门槛上。门槛是告别 2009，更是向
2010出发的地方。

经济是尊严，经济是力量。拜郑州风头弄
潮，拜中华民富国强。拜公正酿造和谐，拜平
等培植康祥。拜财富增长，拜平头百姓的尊严
疯涨……

拜托，大家阳光起来，让我们的心底在
2010彻底坦荡。

来吧，品赏着2009的丰硕，把迎接2010的
钟声撞响，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无论艰难或
顺畅，总能找到前行的正确方向！

果真如此，那么中国，那么河南，那么郑
州，就会比2009更令我们心生向往！

果真？是的，果真！

“死后为大”是“为官者讳”的代名词
□朱四倍（河南）

从2009年2月起，据不完
全统计，已有13名官员非正
常死亡，选择自杀的10人中，
死亡原因不明的尚有3人，剩
下7人中有4人确定是“非腐
败”原因。（12月 30日《广州
日报》）

在“官员也是普通人”的“熟悉”语调中，在
所谓“死后为大”的传统遮掩下，把公众的知情
权当成是过分的要求，甚至是一种“变态的知
情权”，在笔者看来，作为知名行政学者的毛寿

龙先生可能忘记了，公众对官员的知情权从来
就没有完全实现过，单单的“财产申报制度”缺
席就能证明。公众对官员的了解不是停留在
官方公布的简历上，就是停留在一些口耳相传
的猜测话语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把公众对官
员自杀信息的渴望了解当成是过分要求，恐怕
是一种南辕北辙。

所谓“死后为大”的传统，在笔者看来，更
是“为官者讳”，也是对公众知情权和“国际惯
例”——公布真相的遮蔽。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婚恋私情和财产收入、

死亡均属于个人隐私，从中反映出的道德品行和
能力只关乎其个人形象，但政府官员的婚恋私情
与收入状况、死亡却会影响政府形象和社会价值
标准，这正与公共利益有关，因此不能视之为隐
私而须向社会公开。作为公众人物的政府官员
的隐私权与普通公民相比，须受到一定的限制，
其隐私权的内涵和边界相对要小一些。正因为
如此，官员自杀的真相应让公众知底。

官员一旦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
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我们必须正
视的社会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