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8日，第十七个中国记
者节。因为记者节是全国仅有
的三个行业节日之一，所以很
多记者在这一天都收到了别人
的祝贺，但是也有不少记者感
觉“热闹是他们的”，就这样不
咸不淡地过去了。一些记者不
再为记者节心动，看上去是节
日氛围的淡薄，其实是光荣感
和使命感的淡漠。在技术创新
推动媒体融合的当下，记者要
想大有作为必须先克服自我矮
化和边缘化。

与十七年前甚至几年前相
比，很多记者现在都有风光不再
的感慨。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
展，市场化的都市类媒体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相继进入了“黄金时
代”，无论是舆论监督，还是经营
创收，都搞得风生水起。当时身
处其中的记者都觉得与有荣焉。
而今天已经是时移世易，很多媒
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从内容生
产到发行经营正遭遇颠覆式的
冲击。乱云飞渡之际有从容不迫
者，也不乏张皇四顾者，一些曾

经的媒体人离开了媒体，还有一
些媒体人虽然不曾离去，却也羞
提当年。

诚然，这是一个“人人都有
麦克风”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
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应该
感谢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信息
更加透明，也使公众更广泛地
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近些年
来，各种名目的自媒体风起云
涌，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也发
生了深刻变化。有媒体在昨日
的公众号上发表评论，指出“移
动互联网时代已大大拓展了媒
体人的定义。无论身在传统媒
体，还是去了新媒体，抑或是在
折腾自媒体，作为信息发布者
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人”，其实是
把记者模糊为“信息发布者”，
进而把记者的外延无限拓展。
这种混淆概念的言论，正是一
些记者自我矮化的思想之源。
我会拍照片和视频，别人也会
拍照片和视频，我会发布信息，
别人也会发布信息，我哪里还
好意思以记者为荣。

这些记者只看到了信息传
播技术的与日俱进，却忘掉了
求真才是记者的本质追求。在
新媒体环境中，海量的信息使
人目不暇接，碎片化、浅表化、
极端化的表达也容易使信息失
真。对于志向不同的记者来说，
这可能是职业生涯最暗淡的时
刻，也可能是最有作为的时刻。
在很多人迷茫乃至游离的时
候，唯有不负使命和担当的人，
才能在人人都以为自己是记者
的时候成为真记者。无论是“铅
与火”的时代，还是“光与电”的
时代，抑或“数与网”的时代，记
者作为真相的挖掘者、记录者
和捍卫者，从来没有因为技术
变革而黯然失色。今天的记者
仍在记录时代风云，守望公平
正义，他们依然不可取代。

在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场
时常呈现波诡云谲的气象。此
时，作为“瞭望者”的记者不该
缺席，不能隐身，而应该主动引
导公众辨真伪、明是非，与时代
共进步，为国家做贡献。毋庸讳

言，在社会思想日渐多元的环
境中，记者比网络大V、“意见
领袖”更愿意也更善于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避
免国家和民族在复兴路上出现
不应有的偏差。媒体的定国安
邦使命，不是泛泛之谈，它切实
关系人民的幸福，而这千钧重
担都落在记者的肩上。只有记
者真正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
更加信赖记者，困境中的媒体
也只能从这里寻找突围之路。

面对媒体融合的浩荡潮
流，很多记者已经看到了再创
辉煌的新机遇，但此时能有多
大作为则取决于自己在专业领
域的竞争力。而竞争力的形成
又来自平常的百折不挠和荣辱
不惊，也就是以理想和信念为
根的职业定力。理想之根深植
沃土，事业之干就会枝繁叶茂。
所以，今天仍在坚守的记者大
可以挺起腰杆做记者，提高专
业水平，发扬职业精神，恪守职
业道德。如此，新闻事业带来的
光荣绝不会有丁点亏减。

这个时代，不可能人人都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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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撑起网购狂欢的快递员们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马
上就要到了，不知今年各大电
商平台又要刷出怎样的惊人
数字。据中国快递协会和菜鸟
网络预测，今年“双十一”快递
行业处理的快件量将超过10
亿件。在几家主流招聘网站
上，快递企业发布了大量招聘
信息，月薪均在5000元至8000
元之间。

人们坐在家中就能享受
购物狂欢，离不开两百多万社
会化电商从业者的辛勤付出，
其中人数比重最大的就是与
网购者“亲密接触”的快递员
们。对于这一新兴职业，人们
平常见得多却了解得少，能直
观地看到他们的辛苦，也容易
因“月入过万”的传言而感到
困惑。在新业态的兴起与辉煌

之下，个体的从业者往往会被
忽视，不妨借“双十一”这个快
件“疯狂”的时期，把人们的目
光从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拉回，
聚焦快递员们的生存状态。

此前那则快递员“月入过
万”的消息，曾让不少人感叹，
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现实远
没有那么光鲜。今年5月发布
的《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
人员研究报告》就指出，月入
八千元以上的快递员占比还
不到1%，代价则是每天工作
超12小时。工作时间长、强度
大，收入又是偏低的，这让快
递员这一职业社会认可度不
高，有很强的流动性。所以对
于物流企业来说，“用工荒”长
期存在，“双十一”前大量“高
薪招快递员”的消息，更验证
了这个职业“性价比”低，没有
多少吸引力。

当然，看待某类从业者的
生存状态，不能只看薪酬水
平，还要兼顾行业的工作状

态。就像之前“农民工工资超
大学生”的说法，其实就是“标
题党”，权衡利弊，没有几个大
学生去当建筑工。同样，快递
员的工作状态人们也能看到，
他们活跃在出仓入户的物流
末端，辛苦不说，骑电动车穿
行于大街小巷，意味着很大的
风险。而在物流企业加盟制流
行的今天，就连加盟商“跑路”
都时有发生，更不用提给所有
的快递员上社保、买保险了。
甚至有些物流企业在招聘快
递员时，还会让应聘者自备交
通工具。

的确，很多快递员穿上
了统一的制服，电动车也贴
上了统一的标识，这让一个
个单独的快递员看起来像
一个整体，但在统一的职业
背后，他们作为单个的劳动
者，其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
的保护。今年 4月那起轿车
司机殴打快递小哥的事件，
很能说明问题，至少在一部

分人眼里，快递员非但不值
得尊重，甚至还是城市不欢
迎的对象。现在也有很多人
在谈到快递员时，指责他们
不守交规，批评他们的电动
车扰乱了秩序，殊不知，他
们如此“玩命”，或许只是为
了省点时间多送点快件，多
挣点钱养家糊口。

曾经有报道指出，外卖
的兴起得益于廉价的塑料
包装，节省了本不该节省的
环保成本，或许也可以说，
网络交易以及物流行业的
兴盛，是建构于劳动力的优
势之上。对企业来说，人力
是资源也是成本，对劳动者
来说，这却意味着权益与尊
严。当我们为网购带来的便
利而欣喜时，为不断打破的
交易纪录而狂欢时，也不该
忘了这些成绩背后的代价，
更不能忘记以劳动权益保
护的方式，给予代价的承受
者应有的补偿。

葛试说新语

群众尚未满意，谈何感恩教育

葛一家之言

“蒜你狠”卷土重来

影响的不仅是物价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大蒜
行情不断好转，今年3月中下
旬，蒜价达到每斤6 . 7元左右，
已超过2010年每斤6 . 4元的历
史最高值。据官方的数据披
露，截至10月底，大蒜的批发价
已涨至12 . 5元/公斤，今年涨幅
达到了69%，创出历史新高。

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再
到如今，每一轮物价上涨，“蒜你
狠”都是“带头大哥”。这一轮蒜
价大涨，还要从货币因素上挖掘
深层次原因。接下来的一段时
间，必须谨防“蒜你狠”卷土重来
引发新一轮物价上涨。以2010年
和2012年的经验来看，大蒜价格
上涨通常是通货膨胀的前奏。从
涨幅来看，2009年大蒜价格的上
涨幅度远超同期的房价和股市
涨幅。历史上，蒜价的上涨与货
币政策关联度很高。其中，2010年
～2011年较为明显，大蒜价格上
涨比CPI提前两个月左右。

实际上，蒜价这次突然加速
走高，投机炒作者的推波助澜功
不可没。目前，实体经济压力仍
存，股市低迷，房地产业整体走
低，而大量社会游资像无头苍蝇
一样到处乱撞，极有可能再次爆
炒大蒜。此外，考虑到有前两次
成功炒作的示范效应，不排除部
分游资想再赚一杯羹。

面对上述情况，一方面须
加大力度引导资金进入实体
经济领域，给其寻找有利于经
济良性发展，又有较好回报的
出路；另一方面，应遏制游资
进入大蒜等农副产品领域。

还有一点应引起重视，即蒜
价暴涨可能引发农民一哄而上
大面积种植，给来年埋下隐患。
政府要做的，是及时给农民提供
种植面积增减信息、价格变动信
息以及未来大蒜价格走势预测，
引导农民科学合理种植，防止盲
目跟风导致来年供过于求，造成
蒜价大起大落。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
仍然不小，如果“蒜你狠”带动
物价走高，通胀反弹，则通胀
和经济下行压力两个背离的
经济现象相互交织，势必影响
整体调控效果。（摘自《每日经
济新闻》，作者余丰慧）

□程彦暄

近日，巴东县广播电视台
在其微信公众号推送了《陈行
甲：精准扶贫中 自强感恩教
育要跟上》一文，有“网红县委
书记”之称的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
甲，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
点。陈行甲表示，在扶贫过程
中，有些贫困户不懂感恩，反
而出现了无理取闹的心态：

“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
老百姓我怕谁”、“我掐着你
玩”。对此，陈行甲要求加强对
群众的自强感恩教育。

从文章中可以了解到，事
情的起因是一名分散搬迁安
置贫困户在平整地基的过程

中，因施工不当导致地基培坎
裂缝，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
在这名安置户看来，政府要求
修屋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而在陈行甲看来，属于一种不
懂感恩的“无理取闹”行为。虽
说施工不当确实存在，但服务
尚未到位、扶贫工作没有干好
也是事实。群众尚未致富，干
群之间便因此对立起来，不仅
不利于搞好干群关系，促进日
常工作顺利开展，更不利于实
现搬迁安置工程造福群众的
最终目标。

笔者不由得想起近期播
出的一部以包头市北梁动迁
为主线的电视剧《安居》，剧中
就讲述了在动迁过程中政府
与群众勠力同心，最终实现和
谐征拆的故事。其间动迁小组
遇到过群众私自扩大住宅面
积索要两套住房，贫困户因对

政府的不信任不肯搬迁，也有
群众因个人、家庭、事业等问
题拒绝搬迁等现象，面对种种
困难，动迁小组未曾思考过对
群众进行“感恩”教育，也未抱
怨所谓的“穷人思想”“小老百
姓行为”，而是通过不断走访
调查，探明症结所在，在依法
合规的基础上，为见义勇为群
众争取到了尊严与荣誉，帮困
难家庭组建了救助基金，为不
和家庭解除了内部矛盾，从而
实现了和谐拆迁。

现实工作中，领导干部难
免遇到不理解、不支持、不信
任等问题，与其加强感恩教
育，不如集中精力搞好服务。
面对群众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领导干部更应该及时到基层
走访调查，通过多种途径寻找
到群众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合
法合规的基础上，在国家政策

的支持下，做到“对症下药”。
例如在扶贫工作中，为贫困群
众寻找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
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
训，从而让其找回自信，主动
脱贫。就算贫困与个人的某些
秉性有关，领导干部也该明
白，应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本就
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什
么值得公开抱怨的。

常言道“仓廪实而知礼
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作为
领导干部，在服务尚未到位，
群众生活尚未幸福之前，当
思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设
身处地为群众想办法、克难
关、谋福利。须知，“感恩”是
一种结果，水到渠成的时候
自然就会来了，靠教育起不
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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