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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格一周舆情

顺应民意走向才能剔除舆论杂音

“豁出命”去沟通

上海市中心正北方向30公
里外，这里没有大都市里鳞次栉
比的高楼大厦，更多的是一片一
片破乱不堪的小工厂。

李继文的上海广裕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坐落于此，因工厂规
模小，自2009年创立以来，知道
该厂的周围住户并不多。然而，6
月22日深夜10点多，这里的几声
枪响让工厂的名字传到全国。

杀人者范杰明，是化工厂承包
商范国富的亲叔叔。而死者之一的
李致中则是化工厂法人代表李继
文的父亲，也是该厂的大股东。

案发前，李致中和范国富是合
伙人。在2011年欠债缠身时，李致
中还曾向女儿保证：“只有范国富
能帮我们渡过难关！”

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三
个年轻人从学生年代相遇、相
识，为了同样的梦想一起打拼。

不过，李致中和范国富近十年
搭档，并没有让双方真正交心。经
济利益纠纷让两人从貌合神离逐
渐到撕破脸皮，见面就骂。

6月24日，在枪击案发现场
外围观的四川人赵刚告诉记者，
这家化工厂“早晚得出事”，“一
个星期前，我路过时曾看到一个
老头正堵着大门，不让厂里的车
出门，周围还聚集了很多人，骂
声不断。”

赵刚说的这个“老头”就是
李致中。因为化工厂土地被拍
卖，李家和范家为争夺工厂设备
已彻底交恶。

李继文说：“厂里的机器设
备明明都是我们家花钱买的，现
在范国富却要拆机器卖钱，这怎

么能行？”
在合作后期，李致中这种

“豁出命去”与范国富的沟通方
式并不少见。“每次老头子与范
国富见面，双方肯定会吵起来，
骂骂咧咧、来回推搡是常有的事
情。”李继文说。

不过，李继文怎么也想不到
是范杰明最后制造了这场血案，
在她印象里，范杰明从来没有参
与过李家和范家的冲突，“毕竟他
只是工厂雇的一名保安主任，范国
富才是父亲的合伙人。”

而且，无论是厂里的工人，还
是厂门口开“黑的”的司机，但凡接
触过范杰明的，都说他“老实”。

“黑的”司机孙强(化名)说，
“范杰明下班后经常让我拉着他
去地铁站坐车回家，车上他话不
多，但很和气，有时候见面也打
个招呼，看上去挺老实。”

而正是这位“老实人”，在6
月22日深夜突然变成了恶魔。尽
管李继文对案情还有太多疑问，
但也权且认为，“亲侄子与别人
闹矛盾，当叔叔的能眼睁睁地看
着不管么？”

合伙之后利润节节下降

李致中是浙江东阳人，这位
上世纪80年代的化工专业大学
生，在李继文眼里是个在专业领
域相当能干的人。

“父亲之前在横店集团负责
化工项目生产，一干就是十年，
直到1999年到上海来发展，通过
租地、买地创办了广裕精细化工
厂。”李继文说。

2002年，李致中认识了范国
富。按照李继文的说法，工厂主
要生产乙醛酸和草酸，最初范国
富只是给产品做中间代理。他的
本职是上海康健进出口有限公
司的员工，目前还是该公司的总
经理助理、质量负责人。

2002年至2003年期间，随着
化工厂技术升级，李致中开始主
攻海外市场，化工厂利润攀升，
2006年高达2600万元。“从那时
起，我们家的日子才好过起来，
父亲手里有钱了，又在江苏太仓
等地买厂。”

2007年起，随着生意做大，
李致中不仅让范国富负责销售
产品，还将进口原料的工作交给
他打理。

“掌握了这些，实际上把住
了化工厂的经济命脉。”李继文
说，从那以后，李致中与范国富
实际上从雇用关系变为了合伙
关系。

但好景不长，2007年化工厂
利润滑至1900万。2009年的利润
就只有300万元。2010年，化工厂
资金链断裂。一年后，李致中的
公司已经欠下了1900万元外债。

2011年，得了一场大病的李
致中决定将化工厂部分厂房承
包给范国富。

合同定不细，

合伙变“起火”

在承包合同上，范国富将利润
下滑归结为化工厂的技术落后，称

“国内其他生产厂家采用了新工
艺，产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导致乙
醛酸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使得化工
厂从盈利变为亏损”。

而李继文父女一致认定工
厂经营不善与财务主管有关，因
此在将化工厂承包给范国富时，
要求其不得续聘该财务主管。

根据约定，李继文作为大股
东代表入厂工作，承包费用为

零，但是年利润六四分账，“李家
占60%，范家占40%。”

而范国富在承包合同上仅
以担保人身份出现，公司总经理
则另有其人。李继文解释说：“范
国富主要考虑他是国企职工，不
方便明着当总经理。”

当然，现实中范国富仍是化工
厂老板。他很快主导了化工厂的一
切决策，双方的矛盾由此展开。

“签了合同也不管用，范国
富想怎么干都行。”李继文说，她
到厂第二天，之前辞掉的财务主
管又回来了，“她说不是来做财
务的，而是担任总经理助理。”

随后，眼见李致中无法制约
范国富，李继文一气之下离开了
化工厂。

根据合同约定，范国富每年
要向李致中提交盈利状况报告。
但2011年底，李家没有收到报
告，承包合同中的六四分成等也
无从兑现。

化工厂每况愈下。2012年，银
行贷款到期，李致中借债周转，在
申请新的银行贷款过程中，债主诉
至法院，化工厂被查封，于2013年
初被法院强制拍卖。

在化工厂外的公告栏上，至
今还有一份上海市杨浦区人民
法院2013年4月25日作出的《执
行裁定书》：“因被执行人(指广
裕)逾期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本院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
人名下的上海市宝山区月罗路
581号工业用途房地产……”

李继文说：“法院拍卖仅涉
及土地和厂房，厂内设备为自己
的先期投入，我们有权处理。”在
案发前几天，父亲还告诉她，等
将来泰州新厂建成，这里的一些
老设备还能用得上。

但范国富坚决不允许李家
进厂拆设备。范国富认为，李家
的借款未能如期偿还引起了债
务纠纷导致化工厂用地被拍卖，
他的生产也被迫终止，李家应赔
偿他的损失。

于是，范国富委派范杰明等
人也来拆设备，并和李家新的合
伙人王章华派来的拆除工人在
厂内不断对峙，直至悲剧发生。

李继文说，她家曾找过一个
律师来尝试解决纠纷，但这名律
师在骗了一笔服务费后，什么也
没做就消失了。于是李家唯一能
做的就剩下用身体来保护财产。

枪杀案后，李继文还要继续面
对债务危机，“过几天法院让我出
庭另外一个诉讼，但是谁又能帮我
解决与范国富的合同纠纷？”

此时，范国富却从人们视线
中消失了。电话中，他匆匆告诉
记者：“目前不方便说太多，一切
以公安部门的调查为准。”

上海枪击案另一面———

扭曲的“中国合伙人”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国足致歉信

引发全民吐槽

在球迷与媒体言辞激烈、
铺天盖地地拷问了一周之后，
中国足协终于正式宣布与卡马
乔终止合作，中国足协还欲拒
还迎地在官网发出了“中国足
协、中国足协国管部、国家男足
全体运动员”三封致歉信。舆论

认为中国足球首先要做的是深
刻自省，但若要真正获得大家
的原谅，还需要拿出实际行动
和令人信服的成绩。

针对这三封致歉信，央视
首先表明了媒体态度，央视《体
育世界》评论称“这样的检查没
有触及灵魂，应该打回去重
写”。“三封道歉信，一个替罪
羊”，有人总结了国足这场风波
的核心元素。实际上即便没有

“泰囧”的惨痛，迟早也会有另
一根稻草，压垮国足这匹连“貌
似强大”都算不上的瘦骆驼。

回看网络舆论，央视的“回
呛”似乎还手下留情，舆情监测
中涉及网民对“国足致歉”批评
的话题连续三天高居新浪、腾
讯、人民微博的关注度首位，甚
至连“芙蓉姐姐欲当国足教练”
的恶搞新闻都甚嚣尘上。从舆
情角度分析国足的道歉为何遭
遇吐槽，实际看无非三点因素：
首先，积压情绪的迅速释放，难
以获得理性声音，而核心就在
于民众需要借此排解长期来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结果；
其次，“行政化”致歉引发舆论
反感，网友认为此道歉更像是
完成一篇命题作文，洋洋洒洒
的“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公文
味道浓郁；最后，致歉缺乏最基
础的进步目标，“没看到未来怎
么改”是网友读后的共同疑问。

作为致歉的补充，足协又
表态：中国男足国家队将力争
在10～15年时间内在亚洲足坛
达到领先地位。对此，央视体育
评论员韩乔生一语道破：“国足
不要脸什么也救不了，中国足
球无出头日”。

高考假新闻

折射社会真焦虑

2013年浙江高考一本分数
线发布后，网传“西湖边停了7

条救生船，还拉了横幅：高考不
是唯一的出路”。经记者多角度
核实，这一说法纯属造谣。同
样，近日还有一则高考新闻也

受到了网民的关注，新闻称抱
女考生出考场就医的四川宜宾
考生黄子恒，考分虽未达到四
川三本分数线，但中国矿业大
学银川学院决定录取他，随后
@央视新闻辟谣“黄子恒破格
录取为误读”。

后高考时代，“高考”变成
了对家长和家庭的“高烤”，假
新闻折射出了社会的真焦虑。
近年来多地所发生考生高考失
利轻生的案例，使得不少家长、
学生对考不上好学校深感焦
虑，网友为此直言：高考后，在
关注高考状元的同时，我们亟
须关注的是寒窗苦读12年的考
生如何走出高考失利的阴影。
假新闻的背后更多的是社会的
殷殷期待和家庭的热切盼望，
高考假新闻的产生虽然未构成
网络舆论的恶意传播，但是从
中所折射出的社会忧虑更深层
次地加载到了即将走入大学校
门的年轻人肩上。正如网友在
微博留言：未来，还要靠你们！

与假新闻有关，科学化解

读“谣言”也成为了谣言的受害
者。一家媒体对新近发布的
2013新媒体蓝皮书报道用《微
博热点三分之一是谣言》做标
题不准确，原文说“事件中出现
谣言的比例超1/3”，并非说热
点事件1/3是谣言。人民日报就
此评论称：面对纷繁复杂的传
播流、置身喧哗的舆论场，专业
化的新闻生产机构尚难以避免
坠入信息失真的陷阱，作为个
体，就更不能不谨小慎微。在这
个意义上，小小指尖上每一次
转发或评论，都意味着沉甸甸
的“话语责任”。

当殷殷期待变成了口口相
传的事实，当众望所归的结果
演变成了令人沮丧的结局，假
新闻应运而生。假新闻实际折
射了社会真焦虑，唯有观念紧
跟时代的发展、政策顺应民意
的走向，才能在大时代的交响
中剔除舆论杂音。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
室主任分析师 庞胡瑞)

庞胡瑞

这是一出合伙人之间的悲剧。
从最初的合作、惺惺相惜，到推诿、欺骗，甚至最后的撕破脸皮。6月

22日深夜，上海宝山区月罗公路581号传出的几声枪响，为这一切画上了
血腥的句号。

62岁的化工厂员工范杰明相继杀害同事、“黑的”司机、哨兵后，再返回
工厂将工厂负责人李致中等3人枪杀，震惊全国。

案件至今疑窦丛生，而其背后的经济利益纠葛则无不诠释着时下
诸多民营小企业的发展困局。

枪击案事发的上海广裕化工厂外，警察拉起了警戒线。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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