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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A07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锐评

飞行员资质造假
还能捂多久

社会关注社会关注

记者就金浩茶油被传致
癌物质“苯并芘”超标6倍一
事前往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采访时，被要求填写《新闻
媒体采访申请表》，等待相关
处室负责人、分管局领导等各

级层层审批。业内人士认为，此种做法是对新
闻采访自由的限制。 （9月7日《法制日报》）

报道中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认为，如果是
关系到国家和公众利益的问题，可以按照“采
访必须先审批”这个规定来实施。但如果只是
为了维护某部分机构或个人的利益，不应该对
媒体采访进行限制。此言甚是。

回顾金浩茶油事件爆发的始末，不难理解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设置采访审批制的“用
心良苦”：既然可以为了地方声誉和企业利益
拿出“维护社会稳定”的理由，为自己的瞒报行

为开脱，用采访审批制限制、阻止记者的采访，
自然也就是“小菜一碟”了。

碰到辖内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首先想到
的不是公布真相、安抚公众情绪，而是处心积
虑地试图掩盖真相：个别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如
此既不尊重社会舆论监督，又透支职能部门公
信力的做法，时有出现。在金浩茶油事件中，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表现，尤为让人诧
异。在媒体曝光瞒报的事实后，该局原本应该
及时承认错误、公开事实真相，但面对蜂拥而
至寻求真相的媒体，该局毅然决然地继续捂盖
子：认为只要堵住了媒体的嘴，便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报道中的一个细节尤为需要关注：在让记
者填完表格、回家等候消息后，湖南省质监局
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处一名负责人给记者打电
话称：当天上午的事是个误会，湖南省质监局

对中央媒体本来没有搞采访审批制，当时工作
人员误把记者当成了省内媒体记者。对中央
媒体进行采访审批“不合理”，对本地媒体进行
采访审批就是天然正义、就是理所应当了？这
是什么道理！

“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政府的权
利，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
行曝光”。这是在国务院8月27日召开的全国
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说出的话。
言犹在耳，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却用行动见
证了自己的“不支持”。从报道中可知，湖南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这种采访审批制度是从今年
开始实施的。言外之意是，不仅是对金浩茶油
事件，在其他类似问题上，采访审批制依然生
效。此次经过中央媒体曝光后，该局的采访审
批制或会偃旗息鼓，问题的关键是，还有多少
明在、暗在的采访审批制依然在大行其道？

“采访必须先审批”是何道理
□晚报评论员 李记

高校清退奥运冠军为哪般

话题：监察部称多部门
官员联手腐败问题已不可
忽视

网友发言
百年跨国企业西门子为什么要行贿中

国？德国外交部对华工作小组主任芮悟峰
告诉记者：“许多跨国企业敢于在中国行贿
是因为它们觉得如果不通过行贿很难在

‘公平’的环境下拿到订单。特别是在很多
重大项目的招投标过程中，是否真正按照
客观实力获得订单很难做出判断，这导致
跨国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是
个讽刺，也是个警醒。 网友：我想我是海

话题：调查称京沪等一
线城市楼市自调控以来首次
全面回暖

网友发言
待到10月中后期，再来看今天这篇报

道，你会发现这只不过是闹剧一场。“金九
银十”，这个季节是房地产的“春天”，如果
在这个季节无所作为的话，真正的冬天就
离房地产商们不远了。这时候的“呐喊”，
个人认为有忽悠之嫌。 广东网友

我的观点是，应该对家庭拥有的第二
套及其以上套数的房产征收高额房产税，
对空置一年以上的住房征收高额房产税，
据此打击炒房。空置房的判定以电费、水
费、燃气费的消耗为基础，然后入户调查取
证，对空置房加倍征收高额房产税。

浙江网友

话题：南京官方证实23
人食用小龙虾后患肌肉溶
解症

网友发言
有关部门不是说龙虾没问题了吗？

腾讯网友
前几天有专家说能吃，现在又说不能

吃，为了安全，最近最好不要吃小龙虾了。
新浪网友

龙虾养的没问题，卖的没问题，烧的没
问题，吃了就有问题。问题是，过去查没问
题，过后查没问题，一吃又有问题，再查马
上又要没问题——不信，等着看吧。

网易网友

话题：江苏一科长境外
买豪华别墅牵出 3亿洗钱
大案

网友发言
小科长“大作为”凸显监管无效，沦为

摆设。 河北网友
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何家

财有期徒刑五年半，并处罚金300万元；判
处其妻施丽云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100 万元；陈云龙有期徒刑
一年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这
判决太轻了吧，如何达到震慑效果？

四川网友

在笔者看来，监管部门不公开飞行员资质造假丑闻，比部分飞行员造假行为
后果更为严重。丑闻不公开，不但对民航系统内部警示和教育不够，而且公众难
以对民航业进行有效监督。据报道，伊春空难后民航局要求重新进行资质检查，
而且不但要求重点检查飞行人员，尤其是机长包括教员，还要检查机务、空管、运
行签派等技术人员的资质，但愿这次检查过程和结果公开透明。 ——《扬子晚报》

朱慧卿 图

新学期江苏版中学语文课本删除了《雷
雨》、《孔雀东南飞》、《阿Q正传》等众多名篇。
负责人表示，“所选篇目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
而是让语文教材回归到语文、回归到人文。”不
过，此事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9月7日《南京日报》）
与我国坚守教材的“神圣不可更改”相比，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教材的选择自由度往往很
大。像媒体报道的“开学第一课”，英国小学的
老师们上课时基本没有教材，教师讲解完后就
给学生发放活页练习，并根据学生接受程度的
不同和速度的快慢，对个别学生发放不同程度
或不同量的练习（9月7日《楚天都市报》）。而
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教材版本很多，学生选择

自由度较大。
老师教授学生在于充实知识，换句话讲，

教师应该尽可能地提高学生的知识、锻炼学
生的能力，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意义。还原教
材的本质不难发现，教材终不过是一个传递
知识信息的载体。笔者并不否认教材这个载
体应该保持一定“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过
于固化死板的面孔，本身就束缚了教材与时
俱进的脚步，也与丰富学生知识的本质存有
矛盾冲突。

笔者反倒以为，当前尤其需要敢于对教材
进行大胆改革的精神，改革才能不断更新知
识，甚至还可以为踟躇不前的教育体制改革带
来一缕清风。 陈凤霞

“学位工厂”语境下的研究生清退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

著名学院，博士的平均毕业年限往往长达6至
10年，淘汰率在20%~30%之间，有的高达40%。
而在我们一些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中，俨然出现
了“学位工厂”现象。“学位工厂”出现的原因固
然复杂，但有两点无疑值得重视，一是以利益
为本位，过度追逐金钱；二是以权力为本位，讨
好和取悦权力。这在博士研究生教育中表现
得更为明显。笔者认为，不消除“学位工厂”现
象，公众对博士研究生“清退”的疑问将永远存
在，而对“清退”的过度关注显然不是大学和社
会的常态。

这一次，抛弃“奥运冠军”的身份来说，清退
原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出于对当下社
会中奥运冠军“通吃效应”的担忧，以及社会舆
论对奥运冠军是不是在真正学习、能否真正完
成学业的疑虑一直存在，直接导致了这种并不
符合常理的关注。当我们认识到，这次清退仅
仅是高校的一个正常管理举措，管理的对象也
仅仅是学生而非奥运冠军，奥运冠军也是以学
生的身份来接受管理时，才是社会的理性之
态。否则，过多的关注并非社会之幸，相反，显
现了社会心理的非理性一面：“奥运冠军”的身
份不是免除“清退”的“金牌”。

华中科技大学清退的是“研究生”，还是“冠
军”，这是一个问题。当奥运冠军回归学生身份
时，一切疑问将不复存在，而这离不开对“学位工
厂”语境下的“研究生清退”的审慎反思。朱四倍

华中科技大
学公布的拟清退
307 名“超学时”
研究生名单中，奥
运冠军高崚、杨威
赫然在列。对此，
二人回应称对此
不知情。据悉，两
人均为2005级硕
士生，按照规定，
硕士生学习年限
为2~3年。（9月7
日《长江日报》）

清退冠军学生只有利益，没有学术
奥运冠军高崚、杨威要被清退了，当事人居然不知情，这听起来好像很滑稽，可实际上却一

点都不搞笑。这不过是一种广告置换的“到期”：只是，与一些商品交换不同，他们的交换物品
有些特殊，比如大学用的是学历，而奥运冠军用的则是自己身上的明星效应。从这个角度说，
高崚和杨威不知道自己要被清退了，再正常不过，甚至在他们繁多的邀请函中，还能不能记得
华中科技大学的这个研究生学业，都可能是个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清退奥运冠军好像是在维系尊严，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作秀。学校当初在
招这些冠军入学的时候，不会不知道这些人完成学业的艰难——刚招这些奥运冠军入校时，很
多人还是现役运动员，繁重的训练和比赛任务，让他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去完成学业。这种默契和潜规则，双方原本是心照不宣、心知肚明。只是，高校最后选择用粗
鲁的方式来捍卫所谓的学术尊严——曾经的海誓山盟变成了公事公办，我不知道，这是学术的
悲哀，还是教育功利化的悲剧。 傅万夫

对教材改革何必莫名惊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