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别手握权力者为什么离民众总有不远不近的距离？这个问题从其对“偷菜”游戏的姿态上
可见一斑——也许自己还在游戏里玩得不亦乐乎，到了公共话语平台上装得圣人一般，如此官僚
式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公权无法走下神坛的积弊。这种积弊表现为权力的某种“洁癖”，总要装出
一种姿态、拿捏出一种腔调，不苟言笑，言行缜密，唯恐公众不知晓其方寸与立场。最近的一则新
闻颇值得玩味：某官方网站上冒出了一则雷人标题——《刚和我们科长玩跑跑卡丁车，他说赢了
一次冠军或者连三次完成就可以提前下班》。游戏人人爱，但又要装出24小时“启迪思维和开发
智力”的官样，此般分裂，是比阴差阳错的标题更有意思的“洋相”。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群众有群众的智慧，就不劳烦权力老是惦记着终结“偷菜”游
戏了。毕竟，“偷菜”归“偷菜”，生活还在继续。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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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高考时间怎能“秘密”搞调研？
高考时间是继续放在 6 月的 7、8、9 日 3

天，还是改到6月份的第一个双休日？记者获
悉，教育部已经着手进行调研，南京的调研报
告已经完成并提交至相关部门。

（本报今日A05版）
高考时间的调整，不仅是教育部门、考生

及家长的事，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社
会各界广为关注。但报道中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人士表示，“这次调研主要是听取意见，是
秘密进行的。”这让人倍感意外。如果不是南
京市招办相关人员对记者“透露”这一事情，那
么我们恐怕依然蒙在鼓里，直到高考时间进行
了调整，才发现人家早已进行过调研，自己虽
有一肚子话要说，却已没有机会。

调整高考时间为什么要“秘密”调研，而不
公开征询意见呢？是相关方面觉得此事与别
人无关，无须听取公众意见，还是没把公众放

在眼里，根本就不想听取公众意见？是相关方
面的工作出现了疏漏，忘记了重大公共政策必
须公开征询意见，还是他们想先听取一下内部
人士的主意，然后再问计于社会？

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调整
高考时间如果只是秘密调研一下就完事，那显然
是不行的。这不仅会影响最后决策的科学性，更
涉嫌剥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吴应海

带血“短发令”凸显的校园“暴政”
10月 9日，在临沂市第六中学西校区，13

岁的七年级女生张悦因为不符合学校短发令
要求，三次被赶出校门后，在家喝下灭白蛾用
的灭幼脲自杀。张悦家人认为是学校教育不
当导致孩子死亡，并要求校方对此负责。事发
三天，校方不对此事做正面回应。

（本报今日A27版）
诸如“短发令”这样“校园潜规则”，绝非个

别校长和老师们在劝诫孩子剪发时说得那样，

“是为了你好”，而是为了让学校能保持他们所

希望的那种“整齐划一”和“毁灭审美”，从而让

学生心无旁骛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把孩子们

规训成学习机器，并能在升学率上体现出成绩

和政绩。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校园之内的灾难。这

种粗暴的管理方式，已经严重侵害和凌辱了教

育的本质和使命，这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审美灭

绝”政策，是一场针对学生人身权利的野蛮侵

犯，是要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抽走自由意志的

根基。校方的权力肆虐到无耻的地步，一个孩

子因为发型，被赶出校园三次，而每一次驱赶，

都是对教育使命的戕害，对孩子权利的蹂躏。

“短发令”不过是一种仪式，用以表明专
断权力的强势存在。校园“暴政”，隐没在堂
皇的校训和静悄悄的校园之内，它是孩子们
的噩梦。 张若渔

“偷菜”游戏或被取消是真是假？
天水妇女李某受网上

“偷菜”游戏误导，上演现
实版偷菜闹剧因违法被拘
留罚款。案发后，《西部商
报》连续刊发大规模报道
披露此事，引起了社会各
界强烈反响。11日，文化
部文化市场司执法监督处
一位李姓工作人员接受采
访时，首肯报道及专家提
出的建议和良策。这位工
作人员称，等文化部会商
研究后，“偷菜”的游戏功
能或将取消或将在现有基
础上进一步改良。（本报
今日A28版）

文化部真的表示过或将取消“偷菜”游戏
吗？我看不过是“标题党”而已。实际情况是，
记者致电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执法监督处，接电
话的是一位姓李的值班人员，有姓没名，估计不
是什么官员。这位值班人员先是说“文化部目
前还没有就此事开会专题研究”，继而称他们将
把该报意见上报给具体主管部门，并表示“有可
能对此类游戏的‘偷菜’功能逐步取消，也可能
对这类网络游戏进行改良”，仅此而已。

对于上述采访内容，如果相关报道标题做
成《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执法监督处某值班人员
称“偷菜”游戏或被取消》，那还算是客观实在，但
是，把文化部下属一个司的一个处的值班人员的
说法，替换成文化部的说法，这中间的“跨度”何
止十万八千里！一个处的值班人员显然代表不
了文化部，甚至代表不了执法监督处。

所以，文化部并没有表示“偷菜”游戏或被取
消，而且我相信，文化部也不可能作此表态。“偷
菜”游戏虽冠以“偷”字，但那毕竟只是一种游戏，
悖逆广大网民的意愿而硬生生地取消这个游戏，
相关主管部门不会这样不慎重和不明事理。我
们并没有证据表明游戏中的“偷”与现实中的偷
有什么必然联系，反而有大量证据表明两者之间
没有必然联系，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将虚拟生活与
现实生活混淆在一起。如果网上“偷菜”游戏应
该被取消，那么大多数游戏乃至很多电影、电视
剧、文学作品恐怕都应该被封杀，文化部不会让
我们过上这种“健康”而无聊的生活吧？ 晏扬

文化部说过取消“偷菜”游戏吗？

别老是惦记着终结“偷菜”游戏

9月25日是《中共中央关
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
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
开信》发表30周年之日。在这
封被视作计划生育政策发端
的公开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最

近被反复提及：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
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
的人口政策了。日前有消息称，从明年起，我国
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
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
第二胎。 (10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

消息的真实性有待相关方面证实。事实
上，关于是否放开二胎、如何放开二胎等问题，
近几年社会舆论多有关注。报道中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顾宝昌称：人口问题不像经济问题，
错过了容易调整，人是过一年长一岁。诚如

是，如果相关方面考虑讨论试点二胎政策，那
么，不妨积极创设条件，采用各种方式广听民
意，充分采纳并尊重普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尽管此前媒体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
也进行过类似的调查，比如今年的一项网调显
示，77.5%的网友认为，如果政策允许，生两个孩
子是最理想的（见3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但因为网调在涵盖范围、对象选择等方面均存
在局限，决定了其未必能真实反映现实民意。

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尽管一些公众可能不
知道诸如综合生育率等数据现状对未来人口
结构的影响，但在计划生育政策酝酿转变的过
程中，公众基于现实给出的质朴判断，往往反
映出民意的真实态度。况且，随着近年来公众
生活方式、文化结构、生活思维等方面的变化，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了“养儿防老”
的固有思维；育儿成本的升高，也使年青一代

的生育意愿大大降低。所以，不必担心“一边
倒”情况的发生。

当然，在进行民调之前，相关方面有必要
为公众提供一些基本的数据，普及一些基本的
常识，比如男女比例、民工荒、老龄化现状等。
再比如，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
示，全国综合生育率为1.22；2005年的1%抽样
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综合生育率为1.33。而按
照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的观
点，我国的综合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高
出这个指标，我国的人口将面临挑战；低于这
个指标，未来的人口结构矛盾突出（见2007年
4月20日《法制晚报》）。一句话，只要做到了
信息传达的准确、态度确立的中立公正，有责
任感的公众，会综合考虑目前整体人口现状、
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以及自身的实际情况，给
出理性的选择、中肯的建议。

堵就堵，堵到爬都爬不走时，再分单号双号开，要上班，那就买两辆车，挂一个双
号一个单号；再堵，就再分尾数147、258、369来开，那就买三辆车，买吧，买吧！又是
鼓励，又是引导消费……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此税那费，是少不了的。有一
天，汽车生产商看到路上行驶的汽车就像乡下人赶圩，慢悠悠的，就兴高采烈地说：哈
哈——中国的汽车行驶速度终于没有超过咱生产线的速度！ ——《中国青年报》

朱慧卿 图

话题：神农架科考专家
称有八成把握揭秘野人

网友发言
大伙等着看另一出“周老虎”的好戏

吧。 网友：玉面飞龙
所谓野人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很

简单的道理：一个物种要想生存繁衍下
去，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种群，而且种群
数量还得保证基本无近亲繁殖才行。如
果神农架野人存在，那么这个种群的数量
一定很大，那么也就容易被发现——多年
来，那么多的考察都没有发现，说明野人根
本不存在。 网友：醉仙子

个人认为没必要如此浪费人力财力，
野人找到了准备干吗？关起来研究吗？还
是放在动物园里供人参观？即便有野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何必打扰他们呢？

网友：风雪燕山

话题：重庆江津区委书
记批开发商盖楼挡政府风水

网友发言
区委书记王银峰恼怒道：“你懂不懂风

水？在这个地方你的建筑起来了，就挡了
政府的办公楼。这里是衙门！”他说：“你们
的房子建了，我还能在这儿坐？你们建个
房搞得区委要被迫搬迁！”请问这位王书
记：“衙门”里住的是干部，还是县太爷？

浙江网友
我也来问问这位王书记：你到底是无

神论者，还是风水大仙？ 重庆网友
作为地产商的王志勇，还想着靠项目

赚的钱，撬动其他几个项目。他拿出所有
手续质问：“该有的都有，合法合规的东西，
凭啥子就抵不过书记的一句话？”一句话能
成事，一句话能坏事。希望这样的地方官
少一些，再少一些。 广东网友

话题：东莞培训百名官
太太当“廉内助”，民众质疑
作秀

网友发言
本该由人民来监督的事，却让自己的

老婆监督。老公贪污受贿，他老婆肯告发
他吗？ 网友：家有宝贝

没有用行之有效的制度去约束和制止
腐败，靠吹枕边风是没有用的。很多的事
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不是吗？

网友：有花花不开
不要再玩这些没用的花招了。有诚

意的话，只要把家底亮一亮——比如实
行官员财产申报，搞这些花架子一点用都
没有。 网友：爱吃酸菜

话题：15条秦岭“娃娃
鱼”参展世博，不适嘈杂环境
全部死亡

网友发言
“大鲵去上海时，是夏季最热的时候，

气温太高，大鲵肯定会出问题。”既然早知
道，“专家”早干什么去了？谁出的馊主意
用大鲵参展？ 天津网友

建一个隔音、恒温的鱼池很难吗？死
了一两条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吗？大鲵可是国家二类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呀。 陕西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