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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国家旅游局公布了
首批“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名
单，1801家旅游景区成为首批“信
得过”景区。根据名单，南京夫子庙
秦淮风光带、苏州园林（拙政园、虎
丘山风景区、留园）、千岛湖、华山、

塔尔寺、天池等5A级景区榜上有
名。（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3版）

很多自然景区，属于公共资源，
带有不可复制的垄断性质——如果
价格上“信不过”，结果也只是少挂
了个牌子而已，那么，对它们在旅游

市场上的地位与利益，有什么影响
呢？这个问题问得再直接一点：价
格信不过，又能如何？比如游客去
买票，估计没有人能在浩如烟海的
各种牌牌中，看看是不是有“价格信
得过”这块。就算没这个牌子，既来
之、则买票，还有别的选择？

4 月底，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专
项整治调查结果，全国有44家Ａ级
景区被摘牌；代表我国旅游景区最
高荣誉的 5A 级景区中，一批景区
被警告。舆论点赞的同时，也表达
了某种遗憾：譬如为什么这些景区
上了“黑名单”，欠奉一个情况说
明。同样，这次的“信得过”景区公
布了，而那些“信不过”的景区这次
为何“信不过”，也应该让人知道个
清楚。至少舆论可以形成压力，倒
逼这些景区早日解决问题，争取

“信得过”。
价格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要么

违规、要么违法。因此，“信不过”就
该有后续责罚，而不是不发糖果、不
予表扬了事。
□邓海建

“何炅吃空饷”事件，始自5月
13 日晚北外副教授乔木发的微
博。4天后，事件以何炅辞去教职
收场。5月25日上午，乔木称，事
件至此已近两周，但他遭到众多网
友辱骂、攻击和人身威胁，手机、邮
箱、微信、女儿照片等个人隐私被网
友公布，“私信收了280页。”（5月
25日《新京报》）

“何炅吃空饷”虽然是北外主动
给予，但毕竟是动用公共财政资金，
占用公共资源，牟取私利的行为，所
以何炅辞去教职、退还工资理所应
当，北外乔木是在履行一个公民正
当的监督权力，退一万步说，即便人
们对此事有不同看法，也应该就事
论事，对爆料人谩骂、人身攻击、揭
露隐私，语言威胁等，不仅违反道

德，也触犯了法律。
随着国内国际影视事业飞速

发展，各类明星层出不穷，因为粉
丝追星而引起的水军、围殴闹剧屡
屡上演。此次何炅事件，粉丝们全
身心地表达对偶像的痴迷及对偶
像麻烦制造者的愤怒。这种痴迷
和非理性，导致粉丝们的思维直
接、简单而粗暴。过激的言辞通过
千万粉丝的滚动发布、不断参与加
上新媒体几何级别的传播，形成一
种话语强权，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
粉丝暴力。

然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每个
公民都享有法律赋予的人格尊严
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近年来我国
颁布了一系列网络法规，旨在保障
公民权益，维护社会安宁。对偶像

的盲目崇拜，狂热迷信，是粉丝们的
自由，但如果漠视法律，践踏他人名
誉、隐私权，用过激的行为或语言来

“捍卫偶像”，攻讦他人，任由“暴力”
情绪野蛮生长，实际上也是对偶像
的不负责。

就当下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
北外乔木可以搜集证据将此诽谤
案、人肉搜索案诉至公堂，用法律武
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何炅也
可以发挥“何老师”在粉丝群体的号
召力，呼吁大家守法循德，自省自
律，用合法合理的言行表达意见；最
重要的是，粉丝们要学习做一个理
性的追星族，不仅喜欢明星的作品
和言谈举止，也要和明星一起不断
完善，共同成长。
□斯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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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偶像名誉别滥用舆论暴力

“我们要领取危房改造（安居工
程）补助款，需先捐款3300元，不捐
款就不能领取。”近日，陕西省宝鸡
市上川村村民反映。据悉，该村共
有88户村民可享受万余元的危房
补助，但村上却要求，不捐3300元
“修路款”，就不能领补助。对此，获
助村民怨声载道。“我们必须等全部
缴纳完才能发放补助款。”至于收取
捐款后不开收据的问题，该村村支
书张乖勋表示，收款的票据肯定会
开的，现在只是先摸底看看大家的
意愿。（5月25日《华商报》）

反思此事有 3 个方面值得关
注，其一，该村村干部并不懂法，比
如村支书张乖勋面对媒体的说法是

“先摸底意愿、再开收据”，可见在他
潜意识里，只要开了收据，收钱就合
理正规了。但实际上，开出去的收
据恰成为了违法证据，不该收的钱
收了，又怎能是一句“该发的发，该
退的退”所能解决？从法律意义上，
参与此事的村干部除了把钱退回去

外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二，严肃查处涉事村干部，只

是反思此事的一个开始。更应该思
考的是，如何减少补助款到村民之
间的中间环节，减少权力寻租的空
间。村干部能够这么干，是因为补
助款的发放要经过他，没有他就不能
领钱。如果说补助款直接由相关部
门办理，发放到村民手中，这种要求
捐款的怪事又如何发生？即便届时
有个别村干部想要中间插一脚，民众
恐怕也不会听他们的。

其三，作为危房补助，
村上本就没有资格去要求

“不捐款就不能领补助”，
然而这事儿却真的出笼
了，反映出基层村干部的
权 力 约 束 ，同 样 值 得 关
注。并且，由于村干部直
接与基层发生联系，一些
荒诞做法，如不及时制止
并给予必要惩戒破坏性不
容小视。近年来，这方面

的案例并不少，个别村干部甚至挪
用贪污千万资金的也并不罕见。如
何加强对他们的监督，让制度力量
下沉基层是一个重要的管理命题。

别把村干部不当干部，别把基层
的事情当成小事，腐败的空间就蕴藏
在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微不足道的
权力上。管住了这些，也就减少了类
似危房改造一类政策执行走偏的概
率，让制度善意真正落地。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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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信不过”景区该不该罚？

领万元危房补助要捐3300元修路钱
“任性”村干部得治

漫画 焦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