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了就改

●12月20日A7版《为辞村支
书，不惜去“送礼”》副题中“陈容
恩”应为“陈荣恩”。

●12月23日A6版《黑龙江省
委常委韩学键被查》第二个小标
题《与中石化落马贪官共事 5

年》，“中石化”应为“中石油”。

●12月23日B2版《“冬吃萝
卜”非人人适合》，文中“百果是
一味中药”“百果”应为“白果”。

●12月24日A15版《公交上丢
东西，想调监控被“婉拒”》前言
部分“通过警方来查看临控”，

“临控”应为“监控”。

●12月24日B6版《我爱长生
果》第三栏“炒、卤、炸、淹、煮、
泡……”，“淹”应为“腌”；第四栏

“黄霉曲菌”应为“黄曲霉菌”。

●12月25日A6版《香港名校
硕士回烟台山沟开农场》第四栏

“她的眼泪‘哗’地疼了出来”，
“疼了出来”应为“流了出来”。

●12月25日B3版《李家疃：九
大门演义兴衰巨变》，标题中“演
义”应为“演绎”；第二栏“只是相
对脆弱的房顶被重新返修过”，

“返修”应为“翻修”。

●12月27日B7版《官场跌倒
路难走》第一段“刑满释放后或
迫于生计……急欲东西再起”，

“东西再起”应为“东山再起”。

(感谢读者刘允辉、邵明武、
周而复始、孙郑生、李朔、石勇的
批评指正)

光天化日之下，一个47岁的良
家妇女被活活打死，她的丈夫也被
打断4根肋骨，总以为这事儿只能发
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其实不是，它就
发生在今天；总以为这是黑社会寻
衅滋事，其实不是，这事儿是警察干
的；总以为是一个警察意外发飙，其
实不是，它是警察的一次集体行动；
总以为这事儿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
穷乡僻壤，其实不是，它就发生在太
原，山西省省会。更奇葩的是，农民
是来讨薪、找黑心老板讨要血汗钱
的，却忽然来了一帮子警察，这么狠
的心，这么重的手！如果警察以这样
的手段帮农民讨薪，那些欠薪的黑
心老板早就不存在了。

2014年12月31日A12版，说的是
一名3岁的小男孩跌入深6米、直径
仅30厘米的水井，被勇敢机智的消
防战士救出来；A13版，说的是快递
公司把11800元的进口吉他弄坏，只
答应赔偿300元。我们经常被“下井
救人”这种可歌可泣的故事感动着，
但是，那么小的井口，离住宅楼近在
咫尺，为什么不加个井盖呢？吉他被
毁的这位邢女士，显然是做转卖吉
他生意的，不支付保价费，以普通商
品进行邮寄，出了问题却把责任完
全推给对方，不管律师、消协怎么
说，这位邢女士的责任也是无法推
脱的。

有一类人知名度特别高，那就
是房叔、房姐还有温州炒房团，买房
子眼都不眨一下，像买棵白菜似的。
在我们周围，手里有三套五套十套
八套房子炒作挣钱的，明里暗里总
有那么几个。31日B2版，说的却是济
南两名退休工人杨惠英、王有声夫
妇，搬进45平米一室一厅的公租房，
百般幸福喜悦的故事。这房子是通
过摇号得到的，那些摇号也得不到
房子的人呢？他们会有怎样的煎熬？
他们是一个更大的群体。忘记他们，
就失去了社会的良心和公平。

□盖方鸣

卖的是鞋，治的是病，
拴上绳子，挂上一面面神
医锦旗，信不信由你。

摄影：孙守利

你说我说
不可思议

设计精巧

王广军：12月23日头版可
谓设计精巧，大标题《打虎‘令’
出，‘计划’泡汤》言简意赅、一
语双关。下方左侧为图片，对应
标题，右侧三个小标题，同为反
腐类型，呼应主题，这个版面严
谨而且精彩。

编辑者说：薄熙来、徐才
厚、周永康、令计划玩儿完，坊
间流传着很多用他们的名字串
联的打油诗，可谓妙语连珠。本
报做的这个标题，拆开令计划
的姓名，点出事件内核，和那些
精彩的段子也有一拼。

用词有疑

高爱华、王毓岭：12月23日
A4版《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
被查》第四段：“彼时正值十八
大召开前夕”，“彼时”应为“此
时”；12月28日B6版《肥了胆子，
瘦了节操》，文中有“但奇葩的
是……”，结合上下文，应为“但
奇怪的是”。

编辑者说：说2012年间的
事儿，这时候那时候，此时彼
时，词义完全一样。“奇葩”，
奇特而美丽的花朵，本是名

词 ，但现在也常作形容词使
用，无误。

看不明白

祝建波：12月24日A15版
《公交上丢东西，想调监控被
“婉拒”》第一部分最后一段：
“车队负责人查找到了相应的
公交车后，同意提取监控给王
先 生 看 。通 过 监 控 可 以 看
到……公交车到达终点站之后
司机并未离开座位在车内做检
查，而是停靠了一会儿便驶出
了场站。而因为王先生乘坐的
公交车是新车还未安装监控，
也无法查找是哪位乘客拿走了
他的相机”。先是“通过监控可
以看到”，之后又说“还未安装
监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编辑者说：记者解释，前面
看的是站内监控，而失主坐的
车上没有监控。但是，文中并没
有说明王先生前面看的是“站
内监控”，“监控”混杂，谁也看
不明白。

我有疑问

文暖：12月25日A10版《农
民享受城里人医保待遇》，倒数
第二段中说“少年儿童每人110
元；大学生每人80元”，最后一
段中说“居民二档和少年儿童
报销40%，年最高报销300元；大
学生报销70%”，与大学生相比，
少年儿童为什么交得多，报销
少？是记者数字弄错了还是当
地政策就是这么制定的？

编辑者说：因为偶然原因，
未能与记者沟通。其实这类相
关政策，对号入座，十分具体，
而且内容都比较庞杂，详细了
解的话还需要查看相关文件。

标题有误

刘学英：12月25日A10版
《22人举报药械违法,获奖近50
万》，文中第三栏第一行“全省
共奖励药品、医疗器械举报有
功人员22人次”，人数与人次的
区别显而易见，标题中的“22人
次”应改为“22人”。

编辑者说：记者解释，规范
起见，虽然文中表述为“人次”，
但实际上受到奖励的就是22个
人，标题没有错。

读报杂记

专治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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