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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
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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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我的)外交强硬不强
硬，问问本·拉登。”(奥巴马驳
斥外交软弱说)

蛤一辈子不会上春晚，
这是对艺术的尊重和对观众
的尊重。(周立波)

蛤我作为电力企业的
人，但我也是普通市民，我也
不希望电力涨价。但是今年
五大发电集团，预计亏损平
均是75亿元。一方面，作为电

力央企，我们有责任；另一方
面，就算我们再有责任，煤炭
企业都是高利，他们拿着百
亿利润，我们电企都亏损，也
不对的。(中电投副总经理李
小琳)

蛤春晚养活整个剧组，
给央视创收，都在法律许可
的范围内进行，从法理上讲
无可非议。要说春晚真的存
在什么产业附加值隐性利
益，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恰恰
是以研究春晚为业的媒体从
业人员和科研工作者，狗仔
窥探、娱乐八卦、新闻炒作、
名人访谈、社会批评、学术研

究等等，形成了一条完整的
产业链，所炮制的社会效应
和经济收益也是巨大的。(央
视主持人朱军最新著作《我
的零点时刻》中提到)

蛤“我很难再有下一次”
(张艺谋叹“十三钗”是巅峰之
作)

蛤没有校车，是教育的
悲哀；有了校车却刹不住安
全事故，是谁的悲哀？(某网
友)

蛤抓住“地沟油”有功，
放任“地沟油”无过，这样的
责任监管，实在是既荒唐又
糊涂。(网友仁文主意)

新闻：9年前，韩培印的儿子考
上大学，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
就会“出人头地”。为了供儿子上
学，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当
儿子大学毕业，韩培印发现儿子
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
自己。韩培印感叹道，“我现在觉得
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中
国青年报》 12月14日)

微评：韩培印的话似乎再次
向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抛出了一个
难题：知识能否改变命运？其实我
们应该看到在“起薪”之外，人生中
还包含着更为重要的“发展机会”、

“后赋潜能”等。

新闻：作为我国大陆建成的
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在通车23

年后停止收费。随着全国多条高
速公路将到收费的最后期限，沪
嘉高速的作法为全国高速路打开
了取消收费的“闸门”。(人民网 12

月13日)

微评：真要取消，估计高速公
路就没谁去护理，很快就会连中
速都达不到。

新闻：近日，一个名为“降药
价”的网站曝光了14000余种药物
的进价和零售价，其中进价多低
于10元，而零售价通常都是数十元
甚至上百元，引发热议。据悉，该网
站创始人卫柏兴曾是北京一名医
药公司的高管，12月份辞去职务，
创建“药品底价查询网”，卫柏兴告
诉记者曾收到恐吓信，但会坚持
把网站做下去。(《扬子晚报》 12月
14日)

微评：初衷是好的，不过触动
太多人的利益，恐难有显著效果。

新闻：2011年，面对创历史新
高的物价水平和不断增加的通胀
压力，中国百姓对个人财富的“缩
水”有了空前的感受。面对徘徊不
前的股市，调控重压的楼市，屡现

“跑路”风波的民间借贷，个人财富
究竟该投向哪里才能保值增值着
实令人困扰。(新华网 12月14日)

微评：不用投资，钱就是拿在
手里，物价也把那点钱生生地缩
了水。即使存在银行，还是个负利
率。

新闻：12月14日，由国家语言
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
馆及媒体联合发布的“汉语盘点
2011年度字词”揭晓。“控”和“伤不
起”、“债”和“欧债危机”分列年度
国内字词和国际字国际词首位。
此外，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乔
布斯等当选“媒体十大流行语”。
(中国新闻网 12月14日)

微评：我咋觉得是“涨”呢。

新闻：针对“用锡纸轻易开锁”
的消息，公安部近日回应称，目前，
开锁行业在某些方面问题比较突
出。针对这些问题，公安部已经开
始起草相关规章，并推动在合适
的时机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立
法。(《法制日报》 12月14日)

微评：推到什么时候能动？

新闻：12月13日，《2011中国消
费金融调研报告》在第六届中国
金融消费论坛上发布。报告称受
访家庭2010年的年均税后收入为
89170元，平均资产总额715947元，
而平均负债仅为4 . 5764万，资产负
债率为6 .39%。据了解，同期的美国
家庭平均资产负债率在20%左右。
根据《报告》，房产仍是受访家庭最
重要的资产；股票、基金、保险和政
府债券的比例相对较低。(每日经
济新闻 12月14日)

微评：最有学问的词：平均。

新闻：今年广东省四会市提
出了“十项民生实事”，其中包括重
点工程姚沙大桥和四会大桥。但
截至年底，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两
座大桥在哪里。据了解，一些地方
在年初制定“十大实事”的时词频
繁出现，导致群众无法问责，舆论
无从监督。一位曾参与起草当地

《政府工作报告》的四会官员表示，
之所以如此表述，是要有回旋的
余地。(中国广播网 12月14日)

微评：民生实事，贵在一个
“实”字。纸面上的民生工程写得再
给力，不接地气也是枉然。

关键词：地沟油检测

卫生部网站12月13日发
出通知组织开展“地沟油”检
测方法研究与论证工作，并向
社会征集检测方法。其发言人
表示，此前征集到的5种地沟
油检测方法特异性不强。此次
征集将于12月31日结束。

@平凡de旅行者：像这种
专业问题就不要问我们劳苦大
众了，我们要是知道的话，还要
质检部门干嘛？对于现在地沟
油猖獗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
质检部门多到市场和厂子里检
查一下，发现一起严厉地查处
一起就没有那么猖獗了。

@串场渔翁：检测是有必
要，但这个已经是链条的末
端，要解决问题还得从源头抓
起，很多地沟油生产的作坊明
目张胆，都是得到相关部门默
认的，这才是问题的根子。

@SEVEN：地沟油横行，
政府不耻下问，向民间寻找智
力支持，值得肯定。但是让人
疑惑的是，国家每年那么多的
科研经费都投到哪里去了？为
了食品安全，花了纳税人那么
多钱，养了那么多的专家，立
下了那么多的科研课题，还要
向民间征集地沟油的检测方
法，是不是有点儿不好意思？

关键词：
《潜伏》演员是逃犯

在谍战剧《潜伏》中饰演
保密局档案股股长“盛乡”的
演员吉思光，近日被黑龙江齐
齐哈尔市警方发现是1998年
结伙袭警抢枪的逃犯，已潜逃
13年。吉思光曾参演30多部电
视剧，并有多家媒体对他进行
过采访。12月7日，吉思光被抓
捕归案。

@石鼓007：戏如人生，人
生如戏。

@糊涂小样：现实和热播
谍战剧《潜伏》开了一个大玩
笑。这不仅让观众大感意外，可
能连剧组编创人员都难以预
料：假《潜伏》引来了真逃犯。

@适才饮者：太搞笑了，
太瞧不起警察了吧。

@力量为秘密：小隐隐于
野，大隐隐于市。该演员倒是
深悟此道，不但隐于市，而且
直接隐于闹市，有效地诠释了
那句许多谍战剧中时常采用
的话：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
全的地方。

高档白酒近年来涨幅之大、利润之高，也许只有房地产业堪与媲美。一瓶普通的53度飞天
茅台，三四年前尚不过五六百元，如今市场价竟高达2000元左右；五粮液、国窖1573等高档白酒
也闻风而动，身价日增。业内专家认为，高档白酒敢于肆无忌惮地涨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公
款消费致使市场对价格不敏感；只有严控公款吃喝风，才能真正防止高档白酒乱涨价。(《中国
青年报》)

“奇山所”是本报新开的面向

烟台市民的评论专版，说咱烟台百

姓的事，拉咱烟台百姓的理，是百

姓发言的舞台，网友评说的天地。

来稿邮件地址：qlwbqss@163 .com，

见报即付稿酬。同时，为联系读者，

开门办报，开通QQ群：110841928，

期待广大有兴趣的读者和作者加

入。

征稿启事

政府部门把
为民办事从办公
室搬到网络上，并
不 是 仅 仅 用 好

“亲”、“童鞋”这类
网络词那么简单，

放下身段倾听民间声音，踏踏实实做好跟老
百姓互动，解决老百姓疑问才是正确的工作
方向。

政务微博搭建
官民交流的新桥梁

隔毛旭松

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
布中国首部政务微博报告，通
过分析计算近2万个党政机构、
公务人员微博，依据各项指标
计算出前十名。北京市公安局
官方微博位列政务机构微博榜
单之首。云南红河州州委常委、
宣传部长伍皓的个人微博排行
公务人员微博榜单第一。( 12月
13日 《新京报》)

微博作为新兴事物出现在
中国各门户网站上，并很快受
到众多网民的追捧。政府部门、
公务人员敏锐的意识到微博的

重要性，纷纷开通微博与公众
建立联系，发布权威信息。政务
微 博 不 仅 提 高 了 部 门 工 作 效
率，而且降低了公众参政门槛，
由此深受网民好评。全国2万多
个党政机构开通微博，意味着
政 府 利 用 新 媒 体 进 行 对 外 宣
传、官民互动新时代的到来。

政务微博成功案例不胜枚
举。上海地铁两车追尾事故，地
铁官方微博滚动播报事件进展
情况来安抚民众情绪，可以说
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危机公关。

微博确实做到了政府和民

众之间的沟通桥梁，但一些政
府微博管理人员水平的参差不
齐，个别素质较低的管理员对
于民众的质疑没有足够的宽容
心，听得进甜言蜜语，听不进逆
耳忠言。稍有些激烈的批评，就
冷嘲热讽或者干脆恶语相向。
也有部分部门开通微博后不再
更新，僵尸微博就如同面子工
程一样，中看不中用。

微博的出现也增加了民众
的话语权，网民可以通过留言、
私 信 等 形 式 对 政 府 部 门 提 意
见，从而促使法律法规的进一

步完善。微博上关于空气质量
指数铺天盖地的热议，终于促
成环保部门第一时间将PM2 . 5

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
政务微博通过不断的完善

和科学规范的运作逐渐深入民
心，民众对于政务微博报有极
大期待。政府部门把为民办事
从办公室搬到网络上，并不是
仅仅用好“亲”、“童鞋”这类网
络词那么简单，放下身段倾听
民间声音，踏踏实实做好跟老
百姓互动，解决老百姓疑问才
是正确的工作方向。

买一张回家的票
咋就那么难？

隔谭相彬

网上购票的开通大大方
便了乘客，但最近有乘客反
映，在网上购票时，发现自己
的身份证号已被注册过，导致
注册不成功和无法购票。工作
人员称可以尝试用注册时将
姓名写为汉语拼音及用亲友
身份证进行注册两种办法来
解决；如果仍然无法注册，建
议市民报警求助。(12月14日
北京晨报)

在目前铁路运力供求矛
盾过度紧张的时期，每到年
关春运火车票就成为了某种
意义上的硬通货，一种公众

需求的“稀缺品”。既然是硬
通货、既然是“稀缺品”，如果
能拥有一笔这样的资源，那
么从中牟利，大发一笔就不
是幻想，出现身份证遭抢注
的事情也就理所当然了。

古人曾云“不患寡而患
不均”，其实回家过年的乘
客没敢有什么大的奢望，哪
怕是通宵排队累点、回家的
人多点、车子拥挤点，他们
没有一句怨言，只要车票的
分配能遵循“先来后到”的
公共资源配置逻辑，用自己
的身份证网购张车票足矣。
然而，尽管铁道部不断完善
各种先进科学的支付手段，
但这些渠道建设都未必达
到“药到病除”的疗效，最终
被有本事、有关系的“黄牛”

钻了空子，让那些普通消费
者 也 只 能 在 网 上“ 望 票 兴
叹”了。

当然，网购火车票只是
第一步，它不能“秒杀”所有
的 问 题 。但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讲，火车票难买确实存在一
些技术难题，但更多的则是
政策与态度的难题。必须承
认，火车运能不是短时间内
就能纾缓的病灶，但如何让
有限的运力资源发挥的更
加公平与更加合理，显然还
有很大的可作为空间。眼下
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什么
渠道建设，而是如何用法律
与制度的力量帮助乘客们
兑现公共政策的公平原则，
排队也能买上一张回家的
车票，仅此而已。

价价
格格
高高
涨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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