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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人该向华莱士学点什么

□邓海建

沪深两市A股19家高速
公路上市公司中已经有13

家公布了2011年年报，平均
毛利率高达56 . 08%，而最高
的重庆路桥毛利率甚至达
到了91 . 14%。毛利率水平甚
至超过了白酒行业。数据显
示，贵州茅台2010年的毛利
率为90 . 95%。目前，全国收
费公路数量尚无官方数据。
(4月9日《新京报》)

事实上，不仅是重庆路
桥，皖通高速、龙江交通、东
莞控股的毛利率均在60%以
上。根据财汇数据统计，上
市公司中毛利率超过60%的
屈指可数，而高速公路上市
公司则轻而易举地超越了

这一“横杆”。那么，60%是个
什么概念？通常被人们称为

“暴利”的房地产业，毛利率
一般也只能维持在 4 0%以
下。每年的各级“两会”上，
高速公路收费悬疑都会被
代表委员们热议，有些数字
甚至耳熟能详：譬如以大众
熟知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
为例，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
投资11 . 65亿元，至2005年底
已收费 3 2亿元。据媒体估
算，到收费期满的2026年底，
其还将收费90亿元。

如果说暴利的房地产
业尚且还提供了各色商品
房，那么，更为暴利的高速公
路公司又为大众提供了怎样
的等值服务？这个问题永远
是一笔糊涂账。倒是横亘在

高速之上的收费闸点，屡屡
在拥堵的肚子下，续写上华
丽的“貂尾”。虽然主业毛利
率惊人，但对通过收取通行
费赚钱的上市公司而言，并
不满足于此——— 包括山东高
速在内的多家高速公路上
市公司都有房地产项目在
开发、销售过程中。如果“贷
款修路、收费还钱”是真理，
那么，收了钱再去圈钱，究竟
是本就还完了贷款，还是此
类贷款可以慢慢悠悠去还？

除了白酒，高速公路已
经是最赚钱的“产业”，一本
万利，坐等暴富。也因此，在
今年地方“两会”上，诸多地
方政府都把高速公路建设
列入政府工作报告的今年
投资计划之中，且筹码愈

高：如“福建省2011年高速公
路完成投资475 . 6亿元，2012

年计划完成建设投资480亿
元、力争完成510亿元”、“河
南省2011年高速公路建设完
成投资215亿元，2012年的目
标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投
资280亿元”、“辽宁省2012年
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618公里”……实体经济
命途多舛，民间金融欲理还
乱，高速路成了最具回报率
和升值空间的投资。更重要
的是，这还是一个包容度很
高的“岗位增长点”：据有关
资料显示，河南高速洛阳分
公司仅负责98 . 8公里收费公
路的管理，职工却有403人，
还不包括保安、后勤人员。
冗员如此、暴利煌煌，或为

最耐人寻味的寓言。
抛开一切背后的悬疑

不说，如此超高的资本回报
率，为何长期入不了“暴利
税”的法眼？财政部早在2006

年3月起，就开始对国内的石
油上游开采企业征收非税收
入，即暴利税——— 通过测算
各种资源的成本、各种费用
以及利润空间，保证留给企
业足够的收入用于可持续发
展的开支后，计算出暴利阶
段，进而调控垄断行业的高
利润。一方面是收费公路概
况无案可稽，另一方面却是
确凿无疑的“拦路生财”———
奇高的物流成本，莫非注定
是雷打不动的“暴利奠基
者”？变革中的财税政策，有
义务给出负责的回应。

暴利税当对“拦路生财”发力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美国著名记者、电视节
目《60分钟》的创始人迈克·
华莱士，于当地时间4月7日
在美逝世，享年93岁。

在电视新闻界，迈克·华
莱士堪称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主持《60分钟》长达38年，直
到2006年才退休。他的采访对
象，包括七任美国总统，以及
无数各界名流。其辛辣强硬

的主持风格、近乎于“审讯”
的采访方式，让他的节目打
上了深刻的“华莱士印记”。

如今，那些犀利的发问
终成绝唱。一代传奇落幕之
际，很多人的心中禁不住泛
起这样的问题——— 华莱士能
为中国新闻人带来何种启
迪？中国何时才能会有自己
的华莱士？

将新闻事业视作终身性
的职业，是华莱士身上值得
尊重的品质之一。尼克松当
政时，曾经要求华莱士担任
他的新闻秘书，但华莱士婉
言谢绝说：“我还是愿意当一

辈子记者。”他也信守了自己
的承诺，为新闻事业一直工
作到耄耋之年。但在今天，很
多人将新闻事业视作一碗

“青春饭”。入行几年有机会
掌握更多的资源之后，在物
欲诱惑之下，有的人会选择
转行“另攀高枝”。这种根深
蒂固的名利观，让很多极富
才华的新闻人在自己的黄金
年华中，放弃了最初的新闻
理想。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令
他始终拥有前进的动力。华
莱士的一生跌宕起伏，新闻
事业给了他无上的风光，也

让他走上过审判席，并饱受
抑郁症的折磨，但他始终直
面焦点，勇敢追问。他曾说：

“ 新 闻 从 业 者 的 良 心是什
么？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
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
新闻从业者只把双眼盯在
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
上，这不仅是渎职，也是可耻
的逃避行为！”如今，国内很
多新闻节目为了赚 取收视
率，千方百计地将节目逐渐
推向猎奇化和娱乐化。这不
仅是对职业的极大不尊重，
更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一种
伤害。

在华莱士漫长的职业生
涯中，他采访过的人物名流
如云，许多人都是位高权重
的政界领袖。但华莱士面对
任何人的时候，都不会示弱
妥协。因为在他眼中，新闻人
是民意的代表者，任何一小
步后退，都意味着民意的失
利。这让他在与威权的短兵
相接中，总能展现出咄咄逼
人的气势。“任何我们的电视
观众可能想问的问题，我都
会毫不留情地追问被访者，
这有可能是抓着别人的隐私
不放，甚至是无理的、挑衅
的。”

华莱士生前曾为自己书
写了一句墓志铭：“他粗鲁，
但是公正。”应该说，华莱士
这种看似“粗鲁”的工作方
式，维系公众知情权的地位，
保证了舆论监督的效能，展
现出的恰恰是一种高度发
展的社会文明。中国要想出
现自己的“华莱士”，新闻从
业者提升自身素质的努力必
不可少，整个社会也要为舆
论自由提供更大的空间。如
果“官员持枪威胁记者”的
事件屡屡出现，那么中国或
许永远也等不到自己的“华
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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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喜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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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齐鲁晚报》4月9日报

道，我省普通高校体育专业
测试启动，今年报考体育专
业的学生少了千人。本人对
此亦喜亦忧。

在不少考生看来，体育
专业测试一直是高考捷径。
不少有天赋能吃苦的考生通
过这项测试考上了自己中意

的学校。但是应该看到，也有
不少考生对于体育专业原本
没有一点兴趣，只是为了考
上大学，只是为了一张文凭，
也参加了体育专业测试。这
样的考生一旦跃入“龙门”，
很快就会对所学专业失去耐
心。这样的体育专业学习其
实也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既
浪费了学生的时间，也浪费
了宝贵的教育资源。所以，我
觉得体育专业测试降温也是
好事。但是，如果因为体育专
业测试的降温导致一些学校
忽视平时的体育锻炼，使得

学生身体素质普遍下滑，那
么这种降温也是一个隐忧。

读者：贺明

观念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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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清水加“白面”豆香扑鼻
来》，不得不说几句。食品安
全问题确实是按下葫芦起来
瓢。在我们的餐桌上为什么
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问题食

品？近期央视《焦点访谈》栏
目曝光了鸭子拔毛用松香，
如果在 1 0年前播出这期内
容，相信人们看到以后，会惊
奇、愤怒，但现在看到这样的
新闻已经习以为常，就算出
现再多的不安全食品，似乎
也感觉不到震惊了。

这种现象只是个别商贩
的问题吗？只是单纯为谋求
利益的问题吗？事实上，问题
食品的屡禁不绝也暴露了一
种扭曲的社会心态，需要我
们好好地反思。问题豆浆生
产者当然不喝自己制造的豆

浆，地沟油制造者也不会给
自己的家人吃自己生产的

“地沟油”，几乎所有问题食
品的制造者都以为可以做到

“损人利己”，实际上免不了
“互害”，这才真是防不胜防
啊 ！有 人 用 福 尔 马 林 浸 泡
鱼 翅 ，当 记 者 问 他 自 己是
否 吃 的时候 ，他 竟 然 笑着
说，“我不吃，都给有钱人吃，
有钱人都吃毒！”这种观念上
的“毒素”简直比地沟油还
毒，它不仅毒害自己，甚至还
会传染。

读者：周芬

传统上，大家认为银行
不收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
随着外资银行进入，外资银
行收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到一些收费项目的合理性。
但是回到服务问题上，收费
实际上跟服务是相耦合的，
服务不好还收费，民怨沸腾。

——— 中央财经大学中
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
田勇说。

我和学生谈事的时候，
学生提到其他教师往往直
呼其名，而不是以“×老师”
代替，这种现象很普遍。我
们教师开始时还不大适应，
以此教育学生，他们则解释
电影电视上国外都是这样，
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 华师大一附中副
校长、语文特级教师李支舜
说。

农产品价格这种波动
周期的缩短实际上说明当前
国内农产品主产区种植结构
相对单一，因此，需要相关政
府部门将农产品生产、加工、
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有机
结合起来，构建农产品产销
良性发展机制。

——— 中投顾问食品行
业研究员梁铭宣说。

教授、博导一大把，似
乎谁来只要混够年头、凑够
数量就能评教授。高级职称
对于社会不能传递任何信
息，对于研究者个人也不再
意味着和水平相称的荣誉。
相反，它形成了一种恶性循
环。既然谁都能做教授，做不
上意味着没本事、丢面子，
大学里谁都来做教授，整体
学术水准定会进一步失控。

——— 北京大学教授张
千帆说。

我觉得一个转折中的、
发展中的社会，年轻人都是
迷茫、浮躁、盲目的，假如不
是这样，我认为这个社会是
没有希望的。

——— 日籍专栏作家加
藤嘉一说。

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
职业身份流动变化异常迅
速的社会，期待在大学几年
就可以获得社会上可以永
远安身立命的知识技能，梦
想着在大学能一劳永逸地
找到知识技能训练的炼金
术，这无疑是将自己投向了
一个本末倒置的教育误区。

——— 北京大学教授、新
疆石河子大学副校长夏文
斌说。

中国要想出现自己的“华莱士”，新闻从业者提升自身素质的努力必不可少，整个社会也要为舆论自由提供更大的空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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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恐怖老酸奶”须及时证实或证伪
□郭之纯

4月9日，微博上盛传一
则堪称恐怖的消息：身份认
证为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朱
文强于凌晨1时发微博称：

“央视一哥们儿说，以后别
吃果冻和酸奶了，问为啥，
他比喻说，哪天你们扔了双
破皮鞋，转眼就进你们肚子
了。”中午11时，央视著名主
持人赵普发出相似的内容：

“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的短
信。同志们：不要再吃老酸
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
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
说。”

两则微博，被网民迅速
转发并引起热议，虽然赵普
随后删除了该微博，但看网
上的反应，多数人都“宁肯
信其有”，还有人从技术角
度做了更详细的说明：“老
酸奶和果冻黏稠成型，其实
是大量添加工业明胶。工业
明胶，就是用垃圾里面回收
的破烂皮革之类做出来的。
食用明胶是合法的添加剂，
但价格比较贵，于是一些不
良 商 家 就 用 工 业 明 胶 替
代。”

人们之所以选择相信
这种“不细说”的消息，或与
有关央视的一些记忆有关：

6年前，央视《新闻调查》栏
目制片人张洁曾对记者坦
言：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节
目都会遭遇公关，有一段时
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
未能播出的节目被贴上橙
色标签永远锁入了柜子。再
往前几年，《焦点访谈》主持
人敬一丹亦曾披露：由于难
以应付众多的说情者，《焦
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分量一
度由47%降到17%。有如此经
验在先，而且朱文强的微博
里明确表示：“(央视)这哥们
儿称，这才是今年‘3·15’晚
会重头，可惜没播。”人们自
然宁肯相信央视有过这样

的调查，而且还猜测央视再
次“被公关”了。

由是，央视和老酸奶、
果冻一起，立即成为口诛笔
伐的靶子。特别是央视遭受
的隔空质问尤其汹涌。

看目前情势，对于这样
的消息，央视有必要立即证
实或证伪：是不是确实有过
这样的调查？老 酸 奶 及 果
冻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若有问题，是普遍的还是
只属个案？显然，若没有进
行过这样的调查，或调查出
来的结果并不是如两则微
博所描述的那样，则这样的
微博便是谣言，央视理应及

时辟谣，甚至还应该为此诉
诸司法机关，追究造谣者的
责任；而倘若确实有过这
样的调查结论，也应该马
上借机公之于世，给公众
一个明白，同时，也要对节
目为何尚未播出给出合理
解释。

总之，无论真与假，对
此都没有丝毫拖延的道理。
拖延处理，既有损公众的知
情权，有损媒体的公信力，
同时也会对商业环境产生
巨大的破坏作用——— 无论
是冤枉了好企业，还是放过
了坏企业，都是新闻监督的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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