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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府办
登报道歉让人
浮想联翩

浙江省瑞安市一家酒店在《瑞安日报》刊登了一封致歉信，就市政府办公室和相
关部门指导工作时，酒店“没有积极配合”道歉。对此，瑞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施巨
耀对南方都市报记者称，该酒店是因为市民投诉高考期间扰民被查处，结果在查处
时态度过激而被要求道歉的。报道中的这家酒店因为违规经营“影响高考学子”并
且“没有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查处，所以经过批评教育后，被勒令道歉，这看上去无
可厚非。不过，为什么要登报道歉？书面道歉或者口头道歉不成吗？再者，酒店道
歉的对象应该是市民而不是哪一个政府部门。 ——《珠江晚报》

山东枣庄城管未殴打摊贩却被当地
中学生围殴的报道一出来，那说法的真
实性就遭到众网友强烈质疑，这一点，你
从报道后面的跟帖中就能看出。其中说
摊贩用垫板殴打城管反弹后反把摊贩自
己弄伤尤其不可信。之所以说尤其不可
信，是因为说得太含糊了；而在这样一起
事件中，竟然不敢把有利于自己的“证
据”说清楚，人们尤其有理由怀疑。试
问：那垫板打在什么地方“反弹”？难道
是打在城管身上后“反弹”把摊贩自己弄
伤的？难怪6月14日《山东商报》的报
道题目就叫《山东枣庄城管未殴打摊贩
说法真实性遭质疑》。

为什么遭质疑，除了城管自己说法太
含糊，更有网友上传的录音、视频作证。遗
憾的是，对于这些录音、视频，当地官方否
认其真实性。枣庄市市中区新闻中心主任
陈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我们所
掌握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公安调查的基础
上，而网上有些东西并不可信。”这后一句

话太给力了，不能不提出来专门说一说。
其实在信息时代，人们掌握的绝大

多数信息都是从网上得来的；就是纸媒上
刊登的报道，大家也还是多从网上获知
的。所以说，如果网上一有不利于自己的
说法，就用“网上有些东西并不可信”来搪
塞，甚至来反驳，是很站不住脚的。别说
网上的“有些东西”不可信，即使就像枣庄
市市中区新闻中心主任陈龙所说的有些

“公安调查”乃至一些地方法院所判的“有
些”案子，又完全可信吗？

那么，网上哪些东西不可信，哪些东
西又可信呢？

在本人看来，网上那些一看就知道
是信口开河的东西不可信，而除了极少数
不长脑子者，也没有多少网民会相信那些
信口开河的东西。此外，网上有些看似

“义正词严”却不讲道理不讲逻辑的东西
也不大可信——不管这“有些东西”出自
什么人之口。

可尽管网上“有些东西”不可信，但

有些东西又显然还是可信的。别的不说，
网上那些有理有据，又完全符合逻辑的东
西，就比较可信；而且有很多网上的东西，
后来事实证明也是可信的，甚至完全可
信。比如，几年前闹腾广大网民以及全国
媒体大半年的“周老虎”事件，一开始，甚
至始终都属于“网上有些东西”，然而，事
实证明，假的就是假的，再会伪装、再会
PS、有再高的官员力挺都没用。再比如，
就凭坐在主席台上的南京周某人面前摆
放一盒天价烟的网上视频，网民们判定此
人有腐败嫌疑，而最终查出周某人也确实
是一个腐败分子。所以说，网上虽然确实
有很多东西并不可信，但我们绝不能以此
为借口否定“网上有些东西”。

当然喽，时至今日，网上哪些东西可
信，哪些东西又不可信，随着广大网友们
认识能力以及思想觉悟的提高，再加上现
代科技的帮助（比如手机随时可以拍照或
录音等），能忽悠网民们的“有些东西”越
来越少了。这真是值得高兴的事。

当拾金不昧不再是美德
日前，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

5000 元现金被服务员归还。杨女士丈
夫到茶馆领回现金时给服务员200元酬
谢。回家后，杨女士觉得不应该给酬金，
夫妻俩到茶馆当着茶馆人员的面起了争
执，最后当事人退回了 200 元。杨女士
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
社希望曝光。 （6月14日《新快报》）

拾金不昧一直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
的美德，这一美德的沿袭，让人与人之间
的道德约束和爱心维系成为坦荡而温馨
的现实。早年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
一分钱》至今还在幼儿园小朋友中传唱，
说明，马路边可以再也捡不到一分钱了，
但拾金不昧的美德将永远根植人们美好
的心灵。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我们几乎每天
都会看到拾金不昧的事迹在流传；与此

同时，与拾金不昧背道而驰的争议也此
起彼伏。在物质主义时代的利益驱使
下，市场形式下的商品交易心态使拾金
不昧变了味：丢失财物者不再相信会有
见钱不眼开者；拾得财物者也难有主动
交出或找到失主者，总抱着侥幸心理。
如此，拾金不昧不知不觉成了奢侈的举
动。而正因为拾金不昧的美德在当今时
代受到曲解或损害，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拾金不昧行为才更显难能可贵，需要全
社会的呵护。 朱佳发

阶梯电价不能“霸王硬上弓”
6 月 14 日，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透

露，各地将于 6 月中旬陆续推出阶梯电
价实施方案，7月1日正式试行。绝大部
分省份上调了第一档电量，绝大部分地
区的覆盖率大大超过 80%，甚至有些地
区达到 90%。据了解，第一档电量高的

月均260度，低的150度左右。
（6月14日《新华网》）

现代公共管理的共识是，在制定决
策时，要坚持公平优于效率的原则，应该
加大民主的力度，凝聚最广泛的民意共
识，以保证作出高质量的决策；而在决策
的执行中，要坚持效率优于公平的原则，
提高执行的效率成为关键。而我国多年
来的问题，恰恰在于重视作出决策的效
率，轻视决策的民意；导致的结果是，执
行的效率低下，要么引起民意反弹影响
社会和谐，要么在低效执行中走样或者
不了了之。

阶梯电价制度的实行，事关每一个
人的切身利益，理应经过反复博弈，在最
大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方案，然后
再实施。而不应该在民意激荡还不充
分、方案还不科学的基础上，“摸着石头
过河”。阶梯电价征求民意，既然已经采
取了听证会的方式，何不就听证代表提
出的疑问进行修改之后，举行二次听证、
三次听证……直到形成最科学的方案为
止？这样，方显阶梯电价制度的诚意，也
可以树立一个公共决策标杆。 郭文婧

国家发改委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声
明称，此前有关媒体“发改委人士称地产松
绑或是救市第二张牌”的报道纯属捏造。
发改委此番回应措辞异常强烈，从常规的
情况理解，发改委在近期不太可能发表倾
向如此明显的政策动向，但是同样从常规
的情况理解，也不排除有关人员在某些场
合流露这种想法。毕竟，如果经济增速持
续下行，就目前中国经济的大格局看，还
没有什么可以完全依赖的增长极点。

在地产松绑的消息流传之际，恰好
央行在时隔两年之后重提首套房贷七折
利率，如此显然打开了市场的想象空
间。但近期的房地产市场走势，却不是
完全建立在想象之上。据报道，多地房
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暖迹象。深
圳、上海、南京等地出现了千人购房潮，
在北京，5月份二手房成交量突破1.2万
套，恢复到调控前的水平。北京市住建
委的数据显示，6月上旬，北京二手住宅

网签总量为3339套，比5月同期增加5%，
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30.5%，由于过
户之人众多，“排队专业户”也重现江湖。

这种火爆的场面在五六月份突然出
现，实在让人有些惊讶。从去年以来，各
地放松地产调控的消息不断传出，虽然毫
无例外地遭到舆论的质疑，但或明或暗的
放松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地方对于
地产调控政策的冲击，已经从小心翼翼的
试探，过渡到相对明显的阶段。

对于这种试图冲破调控政策的举
动，人们大都从利益的角度去解读。这
并没有什么错，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资
金的重要来源，地产调控时日一长，政府
财政必定吃紧。但这种利益动机论忽视
了一个事实，地方经济的增长动力，与中
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动力一样，都来自于
大规模的投资拉动，而房地产则是投资
拉动链条上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宏观数据显

示，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
降1.4%，环比下降0.4%，PPI同比增速创下
了两年半（30个月）新低；中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大幅下降到50.4，跌至经济收缩区边
缘。而就在统计局公布数据的前几天，央
行突然宣布降息。由于这是3年来的首次
降息，其对市场的震动可想而知。但由此
与随后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联系解读，我
们也很容易能够发现其中的逻辑脉络。

说白了，地产市场近期的冲动也绝不
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其实敏感地反映了
宏观经济增长所可倚望的力量。中国经
济目前处于实质上的真空化状态，除了大
规模的投资拉动，尚找不到其他的增长
点。央行的非对称降息虽然被许多经济
学家解读出了刺激消费的意味，但不得不
正视的是，在当前对未来没有多少安全感
的情况下，被挤压出来的资金不会流向消
费领域，而是必定流向投资保值领域。这
个领域究竟是什么，不需要多费口舌。

地产松绑有无可能
徐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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