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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不检艾滋是政策纠偏
□舒圣祥（湖南）

我无法认同周立波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网民对周立波的所有批
评。从微博的跟帖来看，很多网友，包括周立波问候的那位网友，在对周立波进行批
评的时候，都存在“以恶制恶”的嫌疑。他们使用的语言同样充满话语暴力，辱骂、不
洁的词语随处可见。如果网民对此没有反省，继续使用这种方式，只能证明而非否定
周立波关于“网络暴民”的说法。所以，在这里，我想“含泪劝告”网友，可以批评周立
波，但是请勿恶语相向，“以恶制恶”只是重复了周立波的错误。 ——《东方早报》

话题：我国首个矿用救
生舱出炉，可提供96小时生
存保障

网友发言

遇险人员在遭遇矿难后只要进入舱
内，即使外界已经无法提供生存条件，但救
生舱仍至少可提供 96 小时的生存保障。
96 小时是不是有点短了？能不能通过研
究，增加生命保障的时间？ 广东网友

既然拥有这么先进的设备，就应当尽
快投入使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大面积
推广，最好能进入所有的煤矿，以保障矿工
们的安全。希望这个东西不是形象工程，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工程。 江苏网友

话题：湖南岳阳楼历
史名街遭拆迁，发改委介
入调查

网友发言

文物和古建筑都是一脉相承的文化载
体！经济要发展，文化更要传承，勿让“利”
字毁掉文脉！ 新浪网友

据说湖南省衡阳市的“爱莲堂”也面临
拆迁的命运。昔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的莲花池，或许只能成为教科书上
的记忆了。悲剧啊，悲剧。 搜狐网友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一些历史
文化名胜古迹已经成为牺牲品。有的倒
在推土机下，有的被迫“减肥瘦身”。如果
不注意保护，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风景
名胜、文化古迹成为大众和地产商的必争
之地。 腾讯网友

话题：动画片中三毛变
身为富二代，儿童开心大人
失落

网友发言

记忆里那个可怜的三毛有钱了、有闲
了，但让我们失落了。因为，在这个故事里
我们已经找不到熟悉的三毛了！如果去掉
三毛这个前缀，换成“七毛”、“八毛”的，现
在的故事也无伤大雅，孩子们看得还是一
样热闹、开心。 网友：我是零零后她娘

这还是我们的三毛吗？影视作品在重
塑经典的同时，还应传承经典。如果新编
人物身上只有经典的样子而没有经典的内
涵，这种传承对于一个经典形象来说，简直
就是一种亵渎。 网友：一点香

虽说三毛变成了环保斗士，可每一集
都是没完没了的打打杀杀，这种动画片小
孩看了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真
替他们担心。 网友：沙翁

报道称，该项民意调查计票已有两年多时间，而
投票者却寥寥。面对“民意调查设计时究竟有几个
选项”这个问题，当地有关负责人称，政府网站现在
还在改版阶段，不方便公开。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
脚。谁都知道，在网上挂一个民意调查很简单，根本
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术。

我相信，当地官员很可能早就看出这样的民意
调查存在问题，至于为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熟视无
睹，很明显是一些官员压根儿就想架空民意——明
知道政府部门工作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明目张
胆地闭目塞听又不太好，毕竟各地都有类似的民意
调查，于是只好讳疾忌医地在答案设置上做手脚。
如此想方设法地架空民意，不敢直面舆论监督，还是
形式主义和畸形的政绩观在作怪。 邓子庆

为何闹剧结尾总是“爹影”重重
在网友和媒体质疑福建屏南县财政局招聘

条件为某官员女儿“量身定制”后，被聘用者之
父、福建宁德市副厅级官员陈某回应称，妻子急
于给孩子安排工作，便找了他原先在屏南县工
作时的老部下帮忙。直到女儿被录用后，他才
知道此事。对此，陈某深表自责和歉意，希望得
到社会公众的谅解。（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尽管我们从开始就猜到了结局，但当事情
真相大白后，还是有些黯然和伤心。类似的闹
剧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很有实力的“爹”；而每当
这些暗箱操作曝光后，其背后的“爹”总会将责

任或者推给老部下，或者推给亲戚朋友。总之，
自己绝对事先不知情，绝对责任近似于无；实在
抖搂不干净的，大不了道歉了事——这算是最
大的姿态了。

要想遏制类似事件中存在的重重“爹影”，
最好的办法就是对这些“爹们”追究连带责任。
如果这些糊涂的老爹们混淆了自己作为一个父
亲和一个官员的角色和责任，既伤害了孩子又
伤害了公平，没理由对他们太过仁慈。 傅万夫

年度新词榜是份难得的舆情表
25 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2009 年中

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396条年度新词面世。
这是从去年全年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新闻出
现的 10 亿多字次的语料中寻找到的，其中包
括“杯具”、“躲猫猫”、“贫二代”等。（11月26日

《新京报》）
报告分析说，“被××”传递出弱势群体对

权势强加给他们的种种所表示出的委屈与无
奈。不能将此仅仅当作无奈，其间体现的不仅
是消极，还有公众用自己的方式表示不满的积
极态度。在转型时代，一些体制机制存在的问
题造就了一系列闹剧，公众用“被××”表现出
来，其实是希望社会变化，是在用自己的力量推
动社会变化。有心者不难发现，正是在公众的
推动下，许多事件都走向了积极的一面。这就
是“被”字句里呈现出的公众力量。

在我看来，职能部门花大把的精力和财力
体察民情固然重要，但仔细研究年度新词同样
必要。因为年度新词榜是份难得的舆情表，每
一个年度新词都是舆情提示，这里面有着最直
接的民情，最真诚的民意。 毛建国

热点话题

自我满意实则公然架空民意

近日，有网友爆料，
其在浏览吉林永吉县人
民政府网时，发现雷人一
幕，在该政府网站所做的
一项关于“满意度”的民
意调查中，居然只有两个
选项：满意和非常满意。
网帖曝光后，不少网友质
疑：“我是该满意呢，还是
非常满意？”（11月26日
《武汉晚报》）

美堂美堂 图图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公
布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关于修改〈口岸
艾滋病防治管理办法〉的
决定（征求意见稿）》，并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

修改所涉及条款并不多，最主要的变动是删除
了原来的第九条，也即在境外居住1年以上中
国公民回国必须进行艾滋病检测的有关规定。

（11月26日《新京报》）
暂且不去评述一些网友的质疑，我们不妨

来设问一下：一个回国的中国公民假如不幸
罹患艾滋，是否就将无权入境？我想这个问
题是不难回答的，只要他仍然是中国公民，无

论是否罹患艾滋，回家都是理所当然的国民
权利。

由此可见，删除公民回国须检艾滋规定的
理由，想必已经再充分不过了。要知道，删除公
民回国须检艾滋规定的真正缘由，不是媒体报
道的“归国手续复杂化，过关时间和费用增加”
这三点，而是更为本质的国民待遇问题。

国家质检总局之所以决定对《口岸艾滋病
防治管理办法》作出修改，是因为今年4月国务
院对《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的修改。有意
思的是，与前者只是个别条款的微调一样，后者
同样只是修改了第99条对“应当阻止入境”的
外国人所患疾病的文字描述。但也许正是这一
修改，让国家质检总局意识到“应当阻止入境”

的适用主体，从来都应该只是外国人，从而整体
删除了针对“在境外居住1年以上中国公民”的
入境检艾规定。

说到底，口岸防艾本来就不是针对中国公
民的，因为是否罹患艾滋根本不成其成为阻止
中国公民入境的理由，而且所有中国国民都理
当平等享有艾滋隐私权。作为一种阻止入境的
筛查手段，口岸防艾只是针对外国人的。

无论不幸罹患何种疾病，国门永远都向拥
有中国国籍的公民敞开，这是最为基本的国民
待遇。因此，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艾滋歧视口吻
来对此提出质疑，不仅是不理性的更是反常识
的，删除公民回国须检艾滋规定是非常必要的
政策纠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