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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原副社长庹震
任广东省委常委

近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庹震任中共广
东省委委员、常委。5月2日，广东卫视《广
东新闻联播》报道了上述消息。(庹，音 tuǒ)

庹震，河南方城人，1959年 9月生，汉
族，中共党员，高级记者。

1982 年武汉大学毕业后到经济日报
社工作。从1984年起，历任经济日报社总
编室负责人，工交部副主任，记者部副主
任、代主任、主任，编委兼记者部主任，1996
年任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2005年 6月任
经济日报社总编辑。

新闻作品多次获中国新闻奖。1984
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3年
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2002年获第五
届范长江新闻奖。

2011年 7月任新华通讯社党组成员、
副社长。 据广东卫视

身家过亿老板之子婚宴
400余名公务员出席

前天，江苏无锡出现“婚宴第一奇
观”。一名身家过亿的老板为儿子举办婚
宴，400多名当地党政机关、公安、消防、质
检、安监等职能部门的领导或工作人员出
席，并按单位分桌，放在酒店大厅“公示”。

对此，无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因私人
原因赴宴，只要不是在工作时间赴宴，以及
不影响工作，还是可以理解的。

据现代快报

治死病人医院人员被逼下跪
死者家属致歉称不懂法律

近日，陕西横山县一家医院因治死病
人，院长披麻戴孝带领全体医护人员集体
作检讨。2 日，当地调查称尚不能认定为
医疗事故，死者家属也已向医院致歉，因
此事停业40多天的医院也开门迎客。

2 日，横山县卫生局局长付伟介绍，
经了解，闫姓老人去世后，闫家并未申请
医疗事故鉴定，所以不能认定闫某死亡
属于医疗事故，不过百信医院洗胃过程
中确实存在不当之处。“事后闫家人提出
医院停业整顿，否则支付 300万元，这是
不合理要求。双方签订的协议没有任何
法律依据。”

“我一时糊涂冲昏了头，不懂法律，没
想到订下的协议惹出了乱子。”闫家家属
代表向百信医院负责人表达了歉意，表示
今后不再追究医院责任。 据河北青年报

在大量时尚刊物的包围中，坚持27年风格不改的《知音》似乎显
得很落伍，但正是这本看起来不那么入流的杂志，却掀起一阵“知音
体”风潮，近年来又因与名人对簿公堂，衍生出媒体公信力的社会讨
论。而更重要的是，由这本定价4.5元的杂志做主导的知音传媒集团
将进军股市，成为中国期刊第一股。

《“可怜的凶徒”身边躁动，京城董事长倒下
一家人》《“供养”的爱情鸡飞蛋打，男友3根断指
在哭泣》《深圳还你完整未来：父亲当街咬断儿子
命根》……新近面世的2012年第13期《知音》依
然坚持多年来的“知音体”，面目丝毫不改。

1985 年创刊伊始，《知音》就以感情、爱
情、案情故事，以及明星隐私抓住了读者。
随着《知音》开始走红，其文章风格干脆被人

们冠以“知音体”，而这种风格的标题也被称
为“知音体”标题。

2007年，开始有一些网友以“知音体”进
行比对式创作，他们热衷于给熟悉的童话、寓
言、故事等重新命名。《白雪公主》改名叫《苦命
的妹子啊，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
小的一片天》，《卖火柴的小女孩》改为《残忍
啊，美丽姑娘竟然被火柴烧死的惊天血案》。

《知音》始终以高额稿费吸引作者，可以
说，其前期开拓市场所付出的血本在全国同
类期刊中是最高的。江苏盐城作者徐向林告
诉记者，作为签约作者，他获得的稿酬是千字
千元以上，在年终特稿评选中，他一篇文章甚
至获得过3.7万元的奖励。

与高稿酬相应的是，《知音》杂志对名人穷
追不舍，由此带来副产品——《知音》被作家、明
星告上法庭的频率与其600余万份的发行量一

样，在国内期刊中同样位居老大。
翻开最近一期《知音》杂志，其中涉及的名

人就包括了影视明星于和伟、佟丽娅、陈思成，体
育名人刘国梁，著名导演尤小刚。这期杂志共有
20篇文章，而关于名人感情、家庭生活的文章就
有4篇，占这期杂志的1/5。

但是，拼命追逐名人自然会付出代价。
《知音》就曾数次因侵害作家、明星的名誉权
被告上法庭。

听说“知音传媒”即将上市的消息，作家
毕淑敏的第一反应是：“这家严重侵害知识
产权的杂志社，怎么还能上市呢？”

毕淑敏极不情愿地回忆起往事。2009
年，《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 114天：眺望更高
远的人生》在《知音》面世，署名为毕淑敏。

“这完全是一篇伪作，肆意捏造了我的口吻
来攻击我的儿子。”向来言语温婉的毕淑敏
至今难掩气愤。文章甚至把毕淑敏儿子的

单位公之于众，“很多电话接踵而至，让孩子
无法上班”。

毕淑敏选择了法律维权。“我一纸诉状将
《知音》告到了海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2009
年11月，法院判《知音》3个月内公开道歉，并
赔偿我10.1万元精神损失费。”

时至今日，毕淑敏依然认为，《知音》杂
志缺乏道德底线，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作
家的尊严，缺乏对作家的起码尊重。

《知音》杂志屡屡对簿公堂，“知音体”引
发社会争议，《知音》公信力受到质疑，但与此
同时，知音传媒集团却将成为国内首家登陆A
股的期刊传媒类公司，这在中国期刊历史上
是从未有过的。据知音传媒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知音传媒正处于初审阶段，不久将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我本人其实对《知音》杂志有所保留，
甚至是不太喜欢的。但是认同其开拓市场

的观点。因为看一个杂志，首先要看其定位
与发行，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中国上市
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夏天说。

夏天认为，中国十几亿人口中有相当数
量的农民、市民，其阅读需求长期以来被有
一定精神洁癖的传媒期刊忽视了，而《知音》
找到了这个空白。

尽管如此，一些市场分析专家仍呼吁
《知音》需要在内容和品格上提升。

据公开数据显示，知音
杂志社 1985 年靠湖北省妇
联 拨 付 的 3 万 元 开 办 经 费
起家，当年《知音》的发行量
即达 40 万份。如今知音杂
志社总资产近 9 亿元、净资
产 6 亿元，2011 年实现净利
润 1 亿元。目前，知音传媒
集 团 已 有《知 音》《知 音 漫
客》《知音·海外版》《知音·
励 志 版》《漫 客·小 说 绘》

《漫 客·星 期 天》等 9 种 期
刊、2 份报纸和一个情感网
站。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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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体”呈现扩张之势

追名人屡掀侵权风波

作家毕淑敏：《知音》缺乏道德底线

上市能否提升杂志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