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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媒体评说

光明日报
隐私权不是不公开财产的理由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一位人大
代表近日公开表示，不赞成官员财产公
开，原因是“每个人都有隐私权，公开是好
的，但是跟隐私权不要发生冲突”。官员
所谓的隐私权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这
种隐私权的多寡，与公共需求的“度”密
切相关，隐私权必须服从于公共利益需
要。只要官员的某种隐私权可能侵犯或
者危害公共利益，这种隐私权就应该让渡
给公共利益的需要。正因为这样，在一些
发达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
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比如在美国，

“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
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即隐私
权并不存在。

法制日报
食品安全报道要允许媒体出错

实事求是地说，某些食品安全事件的
确存在夸大性报道。之所以出现个别夸
大性报道，归根到底还是食品监管与舆论
期待有很大距离。如果食品监管到位，食
品安全事件少发生，恐怕个别夸大性报道
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壤。直白地说，事件多
发、监管滞后，导致公众对食品安全产生
信任危机，进而高度关注，使得个别夸大
性报道有了需求。如果不从根源上反思
夸大性报道，监审媒体报道的结果就会变
成压制监督，反而为问题食品创造空间。
在社会转型和食品监管完善的过程中，我
们应该允许个别媒体犯一些小错，然后在
出错之后及时去纠错，而纠错是监管部门
的职责——可以通过及时调查、信息公
开、完善制度标准进行纠错。

郑州，“组团吃面”感动一座城；南昌，“善意
谎言”温暖老人心。岁末，这两件大众自发的爱
心行动，确实让人眼红心热。

(新闻见本报今日A04、A05版)
感动之余，有心人开始琢磨：这不是两件简单

的好人好事吧？里头似乎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呢！
有人看到了慈善方式的进步。行善，还不落一

行善的名儿，受助者实际受益而尊严无损，这好啊！
方式改善当然不错，但更难得的是，它背后

还蕴含着慈善意识升级的端倪。
什么是慈善？相信很多人张口就会答：舍

钱给东西呗！
好些年前，我曾在村子里搞过一次小调查：

您眼中的慈善是啥？乡亲们的回答就是这样：

“给东西”、“给钱呗”、“帮俺娃上学”……
这当然是慈善。但似乎可以称之为慈善的“1.0

版本”，即物质上的施舍、行动上的帮助，这当然有意
义。过去灾年施粥，那是活人无数的大善事；现在匮
乏地区，最有效的帮助也离不了物质和行动。

但是，就现代慈善发展的要求而言，慈善还
有个“2.0版本”：进行物质上的救助、行动上的帮助
时，兼顾受捐赠人的尊严和感受。甚至，还要在精神
上进行帮扶，帮助受赠者建立、坚固自立自尊之心。

“嗟来之食”式的慈善，哪怕给得再多，也不足道。
慈善意识升级背后，更可宝贵的，它还折射

着社会心理的进步。
放在社会伦理中看，慈善是建立在人与人

平等基础上的互爱。虽有穷富授受之别，但助

人者不高于人，被助者不低于人。善，源于我们
的天性和良知，是提升人生境界的内在要求，它
不应求回报，它付出即是得到、本身即是目的，
此外不应有别的目的。

明明自己拿钱资助这病人，却非要压在碗底
下偷着给；明明是自己掏腰包弥补老太太的损失，
却哄着老人家：这是警察追回来的，您自个儿的
钱！——这里头，没有“恩主”、没有精心组织出来
的蜡烛、歌曲、感谢词，只有平等而互爱的人，可这
是多么优雅的姿态、多么高贵的举止、多么现代的
精神啊！

应该重视这些升级版本的“种子”，并把它
们散播开去。这或许是两个爱心故事带给社会
的普遍性启示。

且不说时代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
移，再说白一点，网民们的“拍砖、灌水”，从广义
上说，其实就是网络民意。说到网络民意，不要
小看了这种民意表达、民意诉求，即使在一定的
外力或管束下，它的“能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不论是遇到一个社会热点，还是国家或这个地
球上有大的事件发生，互联网上都一定热闹非
凡。更重要的是，众多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的
民意事实上也在推动着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

其实，面前放着“麦克风”的网民并不可怕，一
如几年前人民日报有位评论员所说：“网民不但不可
怕，而且很可爱、很可信、很可敬。”因此，网民的“拍
砖、灌水”，说穿了，不过是在反映着网民们的思想，

而谁都知道，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就是思想。成千
上万乃至数以几亿计的网民们说话做事都在用自
己的大脑而不是用别人的大脑，这将是一笔多么巨
大的财富；而政府要想获得这笔财富，自然也就只有
让这些思想充分表达出来，哪怕是通过“拍砖、灌水”
也值。

官员们没有必要为网民们的“拍砖、灌水”担
忧。从某种意义上说，“拍砖、灌水”正是他们提出批
评意见或建议的一种形式。我们常说“时势造英
雄”，而那些“拍砖、灌水”的网民，其实也是时势所
造。如果不是信息时代，也就没有这种形式，没有这
种形式，我们也就不可能看到这样一道“风景”。这
一点，估计广东省领导们早就“领悟”到了。

爱惜“吃面慈善”“谎言爱心”的种子
□李智勇

今日关注

1月30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省
长朱小丹发布《致广大网民朋友们的新春
贺信》，向广大网民朋友们致以亲切的问
候，希望网友们一如既往地“拍砖”“灌
水”，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唱响参政议政
的好声音。（新闻见本报今日AA02版）

（1月30日第13版）

慈善的“2.0版本”，是在物质上的救助、行动上的帮助时，兼顾受捐
赠人的尊严和感受。甚至还要在精神上进行帮扶，帮助受赠者建立、坚
固自立自尊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