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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空难发生后，记者正
常采访遭遇警察强制扣留。8月
28日，在伊春市殡仪馆附近，接
连发生四起采访记者遭警察扣
留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当地采
访的十余家媒体记者要求警方
释放4名记者。两个小时后，被
扣记者重获自由。随后，伊春市
宣传部门和警方就此事公开道
歉。(今日本报A12版）

针对记者采访被扣留一事，

当地官方领导公开道歉的姿态
值得肯定，但是伊春市宣传部门

和警方道歉的内容是否值得肯
定，似乎值得“计较”一番。

公安局伊春区分局一崔
姓局长向在场十余家媒体记
者道歉时称，“发生这次不愉
快，谁都不愿意看到，我刑警
出身，是个粗人，希望文化素
质较高的记者们能够理解。”

公安局领导“谦卑”地自称“粗
人”，以期获得记者们的谅解，

这其中多少有些自我“贬低”

的“道歉艺术”，以“自谦”或“自
贬”的姿态希望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必
须追问的是，对于当地警方对

记者滥施权力的行为，没有深
层次意义上的责任追究，一句
轻飘飘的“粗人”致歉，谁能保
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事件？难
道“粗人”就可以不具备基本
的法律常识和法律素养，何况
还是警察？

再来看一下伊春市宣传
部长的致歉。伊春市宣传部部
长华景伟道歉时称：“这是误
会。”因何引起“误会”？华景伟
解释说，空难调查小组规定在
殡仪馆不许采访，且此规定下
达较快，他还没有来得及通知
媒体记者，所以造成记者接连

被扣留。

记者在殡仪馆采访遇难
者家属，可能会引起遇难者家
属的情绪波动，使之前相关部
门的努力付诸东流。大概是以
此逻辑为据，有关部门下达了
禁止记者在殡仪馆采访的通
知。事实上，不止是伊春空难，

在之前发生的很多起矿难事
故中，记者如若想采访遇难者
家属也必须突破重重阻挠。

记者对遇难者家属的采
访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当然
不会。除了个别职业素养不高
的记者可能会引起遇难者家

属的拒绝之外，大多数遇难者
家属还是愿意接受记者采访
的。他们回忆逝者生前的点点
滴滴，他们追问事故的层层迷
雾，他们的回忆告慰着远去的
亲人，他们的追问也有利于推
动事故调查的进展。

伊春空难发生后，空难事
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局副
局长梁嘉琨表示，“事故调查
组的原则是维护法律的尊严，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调查结
果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对
遇难者及家属对社会都有交
代”。事实上，空难发生后，除了

国家相关部门的专业调查之
外，记者的采访调查也不容忽
视，媒体的独立调查也完全应
该看作是事故调查的重要一部
分。有媒体的调查在，才能最大
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

“监督权”；有媒体的调查在，也
才能最大限度对遇难者和遇
难者家属有更透明的交代。

既然空难调查结果要经得
住历史检验，那最起码也要经
得住媒体检验吧？既然如此，记
者采访被扣留为何还会发生？

有关部门总不能老戴着“有色
眼镜”去看待媒体调查吧？

空难调查，没媒体检验哪有历史检验
有媒体的调查在，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媒体的调查

在，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对遇难者和遇难者家属有更透明的交代。

□崔 滨

如果把房产税比作能
浇灭楼市虚火的大雨，那么
这片阴晴不定的房产税传
言则像乌云飘荡了太久，在
各个权威部门“雷声”滚滚
地表态、辟谣之后，人们不
禁要问，房产税的“雨”到底
怎样才能落下？

8月24日，随着发改委
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房产
税改革正在推进中”的话音
落地，第二天的沪指应声下
跌2 . 03个百分点，地产板块
重创3 . 47%，跌幅居首。

这并不是股市第一次
被房产税的言论“雷倒”。事
实上，从今年5月份到现在，

被房地产调控闹得神经脆
弱的股市，已经多次在“大
嘴巴”的媒体和有关官员的
指挥下做“俯卧撑”了。

包括重庆市、上海市、武
汉市、国税总局、财政部、发改
委、工商联、部委下属研究机
构等多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

官员、专家，纷纷对房产税发
表了大量混淆的甚至是矛盾
的信息，而且往往是这边刚刚
报道，那边就赶忙出面辟谣。

忽左忽右的舆论，让购房人、

股民甚至开发商都无所适从。

这些多属于个人之见
的房产税言论，却在股市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足见市场
的脆弱程度。的确，眼下的
房产市场，正进入深度调控

的敏感期，在开发商、购房
者以及各级政府展开微妙

“博弈”的关键时刻，房产税
就像一个能够打破平衡的
砝码，无疑备受瞩目。

在“政策调控”效果初
显后，中央对房产税给楼市
带来的“税调”寄予了极大
期望；但对于长期依赖土地
财政的地方政府来说，房产
税无疑会对“钱袋子”带来
冲击；而早已不堪高昂房价
重负的购房者，更是关注开
征房产税带来的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到底要不要开征房产税，如
何征收房产税，已经上升为
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件，但
这件本应该被严肃对待的

大事，却被顶着权威部门光
环的专家们变成一场充斥
着谣言与辟谣的娱乐事件。

诚然，此轮房产税改革涉
及财政、税务、住建等多个部
门，牵涉多方利益，需要小心
论证，严密筹划；但事件越是
重大，置身其中的关键部门与
关键人物越应该谨慎，越应该
给公众塑造一个透明、负责任
的环境，而不是随意释放舆论
气球，扰乱公众的判断。

正如住建部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秦虹所说，眼下
最需要的，是明确房产税开
征的时间表，给市场一个充
分认识、理解和消化房地产
税的时间，以稳定市场的预
期，减少市场的动荡。

房产税折腾股市到何时
经济
时评

>>声音

我想有一架昂贵的私人

飞机，但若拥有好几处房产，

就会成为一种负担。很多时
候，拥有越多财富，越会沦为
财富的奴隶。

——— 巴菲特说财富。

最近显示出税费改革的危
险兆头，一些关键部门的政府官
员试图全面增加税收，即不减国
税，增加地税，如此一来，我国实
体企业的税负更加沉重。

——— 财经专栏作家叶檀
评论。

从“菲律宾人质事件”到

“8·24”伊春空难事件，遇难者
名单公布得非常及时，从数字
到名单，这是可见的进步，体

现着对生命的充分尊重，对同

胞的高度负责。

——— 有媒体评论，公布遇
难者名单应成制度。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在必
须讲科学的地方，他不讲科

学，你跟他讲科学，讲道理，他

就指责你是科学主义。

——— 方舟子说，在中国现
在最缺的是科学，而不是科学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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