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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尽管多数公众认为实名举报
对于反腐败的作用很大，但何以只
有 15.8%的受访者愿意行动呢？
或许原因并不复杂，但深究起来，
实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课题。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
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
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
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
报复。更要命的是，各类隐性打击
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
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
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由此，“仅
有21.6%受访者对目前保护实名举
报人的现状给予正面评价”和

“78.8%的人认为当下迫切需要在
法律层面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
恐怕就不难理解了吧？

客观地说，我国不少法律法规

都对公民的举报行为作了保护性
规定，但这无法阻止报复陷害举报
人案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立法上的缺陷、制度上的漏洞。
有关法律对举报人的保护规定过
于抽象、笼统，对报复陷害的主体、
对象规定过窄，举报程序不规范，
奖励不到位，重惩罚轻预防等。正
因为如此，直面“78.8%的人认为当
下迫切需要在法律层面建立举报
人保护制度”的焦灼民情就是一种
必须。

必须认识到，举报工作实质上
是一项群众工作，如果得不到群众
的支持，举报工作就寸步难行。而
让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屡次上
演，显然无法让民众与举报结缘，
除非是走投无路。

不少国家为保证证人的人身

安全，采取了一系列证人保护措
施，必要时，国家甚至不惜重金，为
证人及其亲属提供诸如迁居、易
容、改名换姓、重新安排工作等保
护措施，直至实施终身保护。另
外，保护举报人，不是靠悬赏和奖
金，也就是说，我国不少地方出台
的金钱刺激举报的做法有南辕北
辙的嫌疑。道理很简单，金钱不是
对举报人最好保护。江苏省曾搞
过一次万份反腐败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只有四成掌握了腐败问题线
索的人愿意举报。湖北省检察机
关曾刊登公告，请举报人领奖，但
仍有100多万元举报奖金无人认
领。原因就是举报人要付出的成
本实在是太高了。从这层意思上
说，保护举报人就是维护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

人民日报
干部不“收心”群众咋舒心

春节长假已经过去，每年这个时
候，少数党员干部仍迟迟找不回“状
态”、沉浸在节日气氛中不能自拔，已
成为广大群众诟病的一个陋习。一些
机关干部精神状态松弛，工作纪律涣
散，有的上班打牌玩游戏，有的甚至离
岗脱岗，走亲访友拜年去了，这种庸、
懒、散的作风，给群众办事造成很大的
困扰，导致群众怨言频生。“天地之间
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要想赢得
群众的口碑，光靠形象工程、做表面文
章只能管得了一时，长此以往却是行
不通的。因此，“节后综合征”改得是
否彻底，党员干部到底有没有真正及
时“收心”，回到全心服务的状态中去，
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现代快报
带薪休假干吗还要等七年

国务院办公厅昨日发布《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 (2013~2020 年)》，提出要
在 2020 年年底前基本落实职工带薪
年休假制度。这一利国利民的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原本应该赢得人们特别
是打工族的欢呼雀跃，但遗憾的是，从
微博网友的反应看，吐槽声不绝。连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和新华社新华视点
微评，都给予了一致的质疑。引起众
口一词的焦点，就是劳动者应当平等
享有，属于休息权范畴的带薪休假制
度，非但没有在这份文件中强化执行
力，反而还要等上七年，才能保证“基
本落实”。带薪休假，是国民旅游休闲
的促进因素。但是，落实它，须还平等
权利的本位。否则，再过七年，它可能
还在纸上。

广州日报
20万请局长游泳千万别

一笑置之
“这条河是我童年游泳、母亲洗衣

的地方，现在污染严重，环保局局长要
敢在河里游泳 20 分钟，我拿出 20 万
元。”杭州毛源昌眼镜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增敏在微博上叫板环保局局长。对
此，温州瑞安市环保局局长包振明一
笑置之。对金增敏的叫板，环保局局
长包振明虽然可以一笑置之，但不能
无视河流污染的现实。好在包振明已
承诺，环保部门将加强对工业污染源
的监管力，并对生活垃圾之类的污染
点及时进行清理。但愿这种承诺是有
力的，也是有效的。如果治污成功，河
清海晏，又何惧公民叫板？当然，不管
有没有悬赏20万元，环保部门都有责
任规范企业排污并治理好污染。当出
现悬赏才想起治理，为时已晚。

长江日报
政治人物必须讲政治

近日有网友举报，辽宁省政协委
员、锦州市工商联副主席李青山“一妻
四妾”，现已得三子三女，一情妇尚在
怀孕之中。根据新华社记者的调查，
超生属实，相关问题仍待解。就李青
山明确的身份而言，这不只是一个关
于冨人的花边新闻，超生问题也向社
会展示了一个公众人物的操守与状
态。一般来说，广义的政治人物包括
整个政治架构体系中的组成人员，从
这个意义上讲，被举报的政协委员李
青山也是政治人物。以政治人物应有
的操守对照他们的表现，人们除了失
望还不乏忧虑。政治人物必须讲政
治。这个讲，不是照本宣科，不是大言
宏论，不是耍嘴皮子，而是真心实意地
讲。

“先看病后付
费”为何不能“全
面推行”

□王军荣（教师）

卫生部医政司医疗管理处处
长焦雅辉19日说，关于“先看病
后付费”模式，卫生部倡导在有条
件地区开展试点，但从未要求“全
面推行”。目前，全国20多个省
份正对此进行探索。但受社会征
信体系、医保报销水平等条件限
制，这种模式短期内无法全面推
行。 （新闻见A15版)

全面推行“先看病后付费”的
消息一发布，很多人兴奋不已，没
想到，却马上遭遇到当头一盆冷
水，卫生部竟然从未要求“全面推
行”，让公众“空欢喜”一场。

“先看病后付费”为何不能“全
面推行”？按卫生部的说法是受到
社会征信体系、医保报销水平等条
件限制。这或许是事实，一旦全面
实施，马上面临的就有几个问题：其
一，患者逃费问题；其二，医疗报销

比例问题；其三，医院自身问题。如
果这三个方面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就“全面推行”这项很人性化的措
施，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也是我们要直面的现实难题。

深圳福田人民医院在全市率
先推出的“先诊疗后结算”模式，一
个月52人恶意逃费，而山东、浙江
等地的医院实施，则反响很好。不
过，从“试点”的情况来看，也很难
保证恶意逃费不再发生。如果患

者恶意逃费的多了，都让医院承
担，显然也不现实，医院也承受不
住。而对其恶意逃费的约束制度
现在似乎还未出台。比如和社会
信用体系挂钩，和医院卡挂钩，这
些配套措施做好了，也就不怕患者
恶意逃费了。

“先看病后付费”的一个关键
点是让患者付多少。如果大面积
提高报销比例，患者只付极少数的
一部分，想必没有多少人会想着去
逃费。这就希望我国能将“先看病
后付费”变成“先看病少付费”。

现在对于患者来说，遭遇的是看
病难和看病贵。其中“医药不分家”和

“重复检查”等方面的问题也成为主要
阻力。如果医院的服务水平不随之提
高，医德仍旧是老样子，可能也很难使

“先看病后付费”全面推行。
卫生部虽然否定了“先看病后

付费”全面推行，我们也不必沮丧，
它毕竟是我们国家努力的方向。
只是对可以预料到的“阻力”，政府
应该有个解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不能总是让老百姓“空欢喜”。

有关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
的时候，用了“令国人自豪”的
表述。然而，有多少人自豪不知
道，消息一经报道，即引发网友
的强烈吐槽，这再一次证明了那
句话：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
感。更要命的是，我们有再丰满
的理想，最终却不得不面对骨感
的现实。

从数字上看，中国人每年享有
115天的假期确实不假，但是又有
多少劳动者能够把这115天的假
期不打折扣、没有水分地全部享受

完？实际上，只有政府机关、事业
单位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的员工，才
能“全额”享受到这115天公共假
期，而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尤
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劳动者来说，还
只能停留在画饼充饥的阶段，可望
而不可及。

因此可以说，对于在数字上已
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格外光
鲜的“中国式假期”，对于绝大多数
中国劳动者而言，还处在有数量没
有质量的阶段。这正是该新闻报
道引发网友强烈吐槽的根本原因

所在，因为这些吐槽的网友，绝大
多数正是对着“中国式假期”画饼
充饥的普通劳动者。

要想让“中国式假期”既有数
量又有质量，一方面要在劳动法、
企业用工制度等相应的配套法律
制度上加以补充和完善，对于拒不
执行休假制度的单位及主要负责
人明确相应的处罚规定；另一方
面，对于广大劳动者因无法享受公
共假期而引发的劳动争议和相关
维权能够提供足够的法律制度上
的保障。

“中国式假
期”既要有数量
更要有质量

□苑广阔（职员）

《亮剑》5年播3000多次的荣
光属于谁？又是谁制造了如此多
的重播神剧？面对十大重播“神
剧”，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无论是
导演、制片人还是电视台，都是以
利益得失和功利算计的目光对待
的，如电视台认为“经典电视剧重
播有固定的观众群，价格实惠效果
还好”，导演郑晓龙表示：“我们也
没赚到什么钱，重播时广告再多跟
我们也没什么关系。”而制片人张

谦表示，“或许两三年后再卖播出
版权时，我们能提高点价格”，可以
说，如此种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无非表明，重播神剧是人为制造
和利益算计的产物，在证明电视
剧已经被各方弄成利益攫取物
的同时，却离意识和满足公众越
来越遥远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尴尬。

道理很简单，如果有更好的
电视剧可以享受，有更多满足公

众兴趣的电视剧出现，还有可能
出现如此重播的现象吗？与其
说是公众受益，不如说是在变相

“强奸”公众的视觉，是公众不得
不接受的选择。

电视剧和观众的关系，不是简
单地类同于市场上的买卖关系，尽
管电视剧要考虑观众的收视率，但
不能迎合观众的非正常心理和低
格调情趣。重播神剧的出现意味
着各个方面过于短视和功利化。

谁制造了如此
多的重播“神剧”

□锋舒（职员）

中国人公共假期每年已有
115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012年,中国以近30亿人次的国
内旅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2012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超过
8000万人次，居全球第三，对世界
旅游市场贡献率超过7%。

（2月19日《郑州晚报》）

保护举报人
就是维护公共利
益和社会秩序

□朱四倍（教师）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题客调查网，对8202人进行的
一项题为“如果得知腐败信息，你
会选择实名举报吗”的在线即时
调查显示，47.8%的受访者确
信，实名举报对于反腐败的作用
很大。但落实到行动上，只有
15.8%的受访者表示，得知腐败
信息，自己一定会进行实名举
报。 （2月19日《中国青年报》）

倾听民声

近日有网友吐槽称，春节长
假期间，“安陵容”一天之内在电
视上死三次，由此可见《甄嬛传》
重播得有多频繁。随后，有媒体
在网上列出了十大重播神剧引发
网友热议：其中《亮剑》一部剧就
被曝重播了3000次。

(2月19日《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