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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7 月 28 日，郑州电视台记者
在履行合法采访权利、探究涉嫌
生产假化肥的工厂时，被无故殴
打。连日来，本报对“郑州电视台
记者遭殴打”一事，进行了连续跟
踪报道。

转眼间，几天时间过去了。当
初探究真相的记者，还有关注该起
事件来龙去脉、调查进展的公众，
都在翘首以盼更多真相：这家工厂
究竟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面对
记者的正常采访竟抱以拳脚？打
人者究竟是何方神圣？何以如此
毫无顾忌、嚣张跋扈？打人者声称
的“有关系”究竟是真是假，到底有
没有所谓的保护伞？

让人感到宽慰的是，在社会
各界的共同关注下，特别是在郑
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记协等相
关方面的介入追问下，一名打人

者已归案，针对化肥厂的调查也
正在进行当中。

关注该起事件，穷究真相，是
为给被打记者一个说法，是为对
打人者进行合法而严厉的惩戒，
更是为让非法生产等“三非”（非
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建设）销
声匿迹。同时我们需要重申的，
还是新闻记者合法采访权益的问
题。正如2009年施行的新版《新
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
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
采访活动。”

记者是民众诉求的反映者、
呼吁者、落实者，记者是社会正义
的坚守者、弘扬者、捍卫者。记者
的使命是说出真相，但前提是，记
者的权益必须被充分保障。经此
事件再度重申，不过是对常识的

重提。在转型期利益纠葛日趋复
杂化的现在，不少记者采访权的
行使、正规正常的采访活动，正愈
来愈受到各方既得利益者的逼
仄，不得不走向幽暗的角落。记
者被打事件屡屡被曝光，记者的
正当权益被粗暴伤害，就是佐证。

重申记者的合法权益，是为
了更好保障每位公众的正当权
益。因为，记者第一时间、第一现
场的采访，往往决定着每位公众
对公共事件的知情程度；而记者
们在多元利益纠葛下权益的被剥
夺、被伤害，更是和每位公众的正
当权益保障互为镜像。所以，对
此事件，我们期盼对真相的调查，
能够兼顾迅捷与公正；我们更期
盼，对记者合法权益保障的重申，
能够换来更多的社会共识，得到
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记 者 被
打，穷究真相
更要重申权益

□郑旗

重申记者的合法权益，是为
了更好保障每位公众的正当权
益。因为，记者第一时间、第一现
场的采访，往往决定着每位公众
对公共事件的知情程度；而记者
们在多元利益纠葛下权益的被剥
夺、被伤害，更是和每位公众的正
当权益保障互为镜像。

现代快报
期待“撤职”成为问责的常见词

在政府官员“问责新闻”中，我们经
常看到的是“免职”“停职”漫天飞。普通
民众有误解，以为这就是把责任人的官
罢了，乌纱帽撸了，殊不知，这“免职”“停
职”根本就不是行政惩戒措施。一些被
免职的官员官位不见降，权势不见少，舆
论往往不依不饶，以为这是有关方面在
违规“带病任用”。公众的愤怒当然落在
一个核心上：干部问责怎能如此儿戏？
官员被免职，只是一种组织人事处理，只
有被撤职，其个人才会有严重的职务损
失，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官员因错而
受处分，因失职渎职而被问责，应该是一
个行政常态。该撤职而不撤职，以免职
代替处分，必然导致有权不想担责、出事
不怕问责。官员我行我素，对权力不怀
敬畏，不出事才怪。

潇湘晨报
杭州的“清凉样本”可以被复制

据央视报道，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
府办公厅近日下发通知，明确提出，安装
空调的公共场所、经营场所、避灾场所
(人防设施)等，在不影响生产经营、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要积极主动向公众免费
开放，坚决杜绝高温炎热死亡事件的发
生。从日常的情形来考量，那些安装空
调、被要求开放纳凉的经营场所、避灾场
所(人防设施)，事实上一直都在“开放”，
通知不过是强化了开放责任。而纳凉

“不影响生产经营、确保安全”的前提，更
是避免了免费开放可能造成的过度纳凉
的“公地事件”。直面看似不可遏止的

“热浪”，我们太需要一些杭州“清凉样
本”，或者说是自觉提供的政府纳凉服务
与制度。

广州日报
警惕权力通过拳头传播戾气

7月30日下午，湖北荆州闹市街头，
一辆奥迪停车后未交费欲驶离，收费员
上前拦停后，坐在奥迪副驾上的男子冲
下车挥拳打人。一旁热心市民劝阻也
遭脚踹，男子在现场自称是“宜城市政
法委的书记”。民警赶至将当事人带至
派出所调查，据了解，打人者系宜城市
政法委副书记吴光山。公职人员打人，
时下不时发生。纵观这些打人的公职
人员，有的因不想交停车费而挥拳，有
的因车被挡道而砸车，有的因一言不合
而动粗……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在手，动辄在民众
面前拂袖挥拳，打骂斗殴，这哪里有什么
官德可言，简直与流氓地痞无异。官员
爱把拳头挥向百姓或者下属，影响官员
形象自不用说。

京华时报
探索“尊严死”亟待法律规范

对普通人来说，死亡也许过于遥远；
而对那些 ICU病房里已经失去行动甚至
思维能力、毫无复原希望的病人来说，身
体被切开插满导管，承受着心脏电击、大
量灌药、因心肺复苏术带来的肋骨断裂
的痛苦，每天都大量重复发生。需要强
调的是，“尊严死”是“对没有任何恢复希
望的临终患者或植物人停止单纯依赖生
命支持系统维持的毫无质量的生命状
态”，并不同于“安乐死”。尽管单从维护
生命尊严的角度，二者的区别似乎仅在
于程度，但在目前法律的层面，却有合法
与否的区别。即便法律没有禁止，面对

“死”这样严肃的大事，面对根深蒂固的
伦理传统，对“尊严死”概念谨慎推行，并
给予其严格的“生前预嘱”的约定，是必
要的。

尸检结果称，不幸身亡的瓜
农邓正加，系“外力作用诱发脑部
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换言
之，邓正加的头部本来就有病。
当日之死，是在冲突之下诱发了
原来的病情。因为按照郴州当地
神经内科专家的解释，脑部畸形
血管出血后，“正常情况下总死亡
率5%～30%”。

不过，即使这种说法在科学
上站得住脚，这样的死亡仍是小
概 率 事 件 。 因 为 ，比 之“5% ～
30%”的死亡率，邓正加仍有高达
70%的生还率。但让公众存疑的
是，瓜农邓正加缘何“极其精确”
地死在了“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
血”之下？

从官方通报来看，这种精确
和“外力作用诱发”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联。但诚如是，关心此案的
民众亦有权利了解，所谓的外力
究竟是何种器物所致。外力源头
的真相，关系到临武瓜农案的最
终定性和量刑。

但目前临武公安局发布的这
篇官方通报，并没有给予民众任
何交待，目击者所见的凶器“秤
砣”更是通篇未提。须知，临武县
长早前曾矢口否认此物。现在，
通报结果中果然未分析此关键证
物于瓜农之死的作用，这令关心
瓜农之死的人们，很难排除行政
权力之于官方通报的影响。

就我国《刑法》而言，所谓外
力诱发他人疾病致死，亦应被追
究刑责。根据《刑法》第233的规
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基
于法理现实，“外力诱发说”要想
说服公众，令家属接受，仍必须给
出足够的证据，阐明究竟是何种
器物导致的何种原因，使外力作
用于邓正加的头部。

湖南临武瓜农死亡事件，从
早前的“突然倒地死”到如今的

“外力诱发说”，官方态度一再
变化。邓正加逝去半月有余，民
间质疑仍“众声鼎沸”。在舆论
压力的作用下，相关调查取证正
在不断深入。而与瓜农之死的
惨痛现实相比，截至目前的调查
结果仍显单薄苍白。现在，“外
力诱发”的源头真相如果仍处于
扑朔迷离的状态，由此而引发的
后果恐将使瓜农之死事件再添
波澜。

舆论质疑

诱发瓜农
死亡的“外力”
从何而来

□杨兴东（媒体人）

郴州市公安局7月31日晚
通报，法医根据尸体检验情况及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病理组织
学检验结论综合分析认为，7月
17日在与临武县城管人员冲突
中不幸身亡的瓜农邓正加，系外
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
血死亡。 （8月1日新华社）

随着事件调查跟进，真相如
剥竹笋般层层展开：原来这并不
是一次简单的聚餐，更不是偶然
突破“禁酒令”而酿成的意外悲剧
——导致颍上县国土局地籍股副
股长王某死亡的，不只是酒，也不
只是其国土局同事的疏忽，而是
吃拿卡要的扭曲权力作为，是早
已习惯了将企业当成唐僧肉的官
老爷做派。

作为一个回乡创业的农民企
业家，请客人吴云的不寻常遭遇
更能说明问题。其一，镇政府在
招商引资时什么都敢表态，等企
业落地之后什么都不作为，出让
给吴云办厂的 1 亩国有土地，所
收7万元出让金，其中3.4万元开
的是普通收据，另外3.6万元被要
求以吴云名义购置一辆微型面包
车，“抵偿”给镇政府使用。镇官

们不仅会为小金库“捞钱”，更能
给自己“捞车”，令人叹为观止。
其二，为办土地证，吴云往县国土
局跑不下百次，请客吃饭的次数
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都一脸苦
涩地表示“不敢讲”。往往是股
长、办事员们一个电话，他就得颠
颠地跑到饭店帮其结账，面对一
群只吃喝不办事、像钓鱼一样始
终对他抛鱼饵的国土官员，企业
主除了忍气吞声当冤大头，还能
怎样？

“酒烈士”背后是醉了的权
力，是沾染了多种不良风气乃至
奢靡腐化的权力。轰然倒下的

“酒烈士”，于无意间扯出了如此
多官场权场秘密，不能不让人震
惊！公众不难想象，当地的小微
企业创业是多少艰难，创业环境
是何其恶劣，而各路权力的“吃拿

卡要”现象是如何严重！更具讽
刺意味的是，参与此次饮酒的颍
上县国土局副局长周继培、办公
室副主任闫颍等，还是该局“廉政
勤政、整风整纪”主题教育活动领
导小组的成员。一个政府职能部
门的“吃拿卡要”现象严重到如此
地步，由“吃喝官员”们组织并推
动的教育活动，其质量和效果可
想而知。

权力不装进笼子，害人也害
己。“酒烈士”为吃喝丧命，并不让
人同情。期待有关部门在为权力
戒酒、戒“吃拿卡要”不正之风的
同时，更为围绕创业农民吴云的
不寻常遭遇，重点惩治那些乱向
企业伸手的权力。小微企业不发
展，草根经济难壮大，一个重要原
因，即在于“经济草原”上的权力
莠草太多，不割不除焉行！

公民声音

“酒烈士”
背后是醉了的
权力

□涅水缨（公务员）

7月10日，安徽颍上县发生一
起“国土局干部酒后意外身亡”事件，
单位称系几名干部中午聚餐饮酒后
出现意外，引发社会猜疑。新华社
记者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国土局干
部要求办事群众“请客求人”引发的
意外事故。

（8月1日新华社“新华视点”）

工信部此次提出以信息消费
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实新一届
政府已经多次提出扩大消费，培
育信息消费。事实上，中国信息
消费正在迅速发展着。最新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网
民规模达 5.91 亿，其中手机网民
规模达 4.64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
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 78.5%。
手机不仅成为第一上网终端，而
且新增网民中 70%使用手机上
网。数据同时显示，手机即时通
信、手机网络音乐、手机网络视
频、手机网络游戏和手机网络文
学的网民规模相比2012年底均增
长 10%以上，显示移动互联信息
消费市场规模仍在不断扩张。

更重要的，信息消费有着深
远的市场潜力。从信息消费覆盖
行业和覆盖内容来看，前者有信

息基础建设、信息消费品制造和
销售、信息产品消费以及传统产
业的信息化融合等，后者如果把
规模庞大的社保、医疗系统信息
化、中小企业信息化全覆盖，那将
是无穷尽的。

从个人信息消费金额来看，
信息消费市场的潜力同样极其可
观。现在中国人均信息消费支出
仅190美元，而美国、日本的人均
信息消费支出分别为3400美元和
2400美元。

数据显示，信息消费每增加
100 亿元，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
338亿元。预计2012年至2015年
仅中国宽带接入及互联网信息服
务消费和数字内容消费一项，就
可达2.5万亿元以上。

因此，一个新的消费热点、一
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全可能在今

后一两年内兴起、成熟。
而工信部对此将联合其他部

委出台文件，促进信息消费产业
快速成长。据悉，文件主要有四
大举措：一是要实施“宽带中国”
战略，加快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和升级改造。二是要建立公共
信息服务平台。三是丰富信息产
品和信息消费内容。四是要构建
安全可信的信息消费环境。

推出新的促进信息消费产业
政策非常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因
为信息消费产业前途远大，“钱”
途也看好，而向国企倾斜，使信息
消费产业也像现在的房地产业和
汽车业一样，由国企大鳄垄断、把
持着市场话语权。那样的话，信
息消费产业很难成为中国新的经
济增长点。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郁慕湛专栏

信息消费
产业繁荣的保
证：产权民营、
竞争充分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
日前表示，工信部正在会同发改
委抓紧研究促进信息消费的具
体政策，努力将信息消费培育
成继房地产、汽车之后的又一
消费领域、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关文件将会尽快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