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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本报评论员 高扩

媒体采访突发公共事件，

相关部门竟然要求记者先写
书面申请，然后等候领导审
批，否则不允许采访。近日，记
者在采访金浩茶油一事时，因
为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

“采访审批制度”而受阻。(《法
制日报》9月7日)

作为行政部门，自己给自
己增加一个采访审批权，这其
实是对权力的滥用。如果每一
个行政机构都可以自设采访
审批权，那么舆论监督的空间
必然被大大压缩，公众的知情
权必然受损。

遇到重大的突发公共事
件，媒体进行采访和报道，让
社会尽快了解事件的真相，这
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关
部门也应为此提供便利，而不
是利用采访审批等方式限制
这种权力。

个别政府部门设立的所
谓采访审批权，显然有违相关
政策和制度规定。2007年国务
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
府信息的具体内容，重点公开
政府信息包括：涉及环境保
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
药品、产品质量等的监督检查
情况。金浩茶油被查出致癌物
超标，并且“秘而不宣”，没有

及时向公众说明事实，反而是
当地政府和公司一同进行“秘
密召回”。这种涉及到食品安
全的信息，不要说新闻媒体，

就算是公民个人都有权要求
监管部门及时公开信息。

在金浩茶油事件中，湖南
省相关部门没有及时公开信
息，反而对媒体采访设限，是害
怕舆论监督的表现。其实，某些
政府机构大可不必如此，只要
政府行为始终在法律允许范围
内，始终从老百姓利益出发，怎
么会害怕记者来访？对于记者
采访受阻的问题，湖南省质监
局后来的解释是，对中央媒体
没有搞采访审批制，这次把中
央媒体记者当成了省内媒体
了。中央媒体采访可畅通无阻，

省内媒体就要靠后站，这完全
是特权意识在作怪。该政府部
门可能认为，中央媒体对地方
行政机关有特权，而地方行政
机关则对省内媒体有特权，这
完全是一种官僚作风。

今年3月的两会上，温家
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
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
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可见，要创造
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
府，某些行政部门首先要摒弃
自身的特权思想。

销赃帮凶

邻居家的储藏室被撬了，两辆电
动车被偷，邻居很气愤，把小偷诅咒了
一通。过了几天，邻居骑了一辆九成新
的电动车让我看，他告诉我，车子是买
的“小路货”，才一千块钱多一点，一副
感觉很划算的样子。自己的车子被盗
了，又买了一辆被盗来的车子，无意中
做了小偷销赃的帮凶。想想，如果没有
潜在的“市场”，小偷总不会偷那么多

车自己骑。 (朱永胜)

教师“富翁”

近日同学说起他的导师，说他的
导师特有钱，光房子就有4处，另外自
己还开了一个公司，平常学生根本见
不到他。导师申报课题成功、领取经费
后，课题大部分会让他带的学生来完
成。当然，他会给学生一点报酬，但这
点报酬还不到经费的二十分之一。我
觉得，既是教师，就要为人师表，教师
挣钱无可厚非，但请不要忘了自己的
本职工作，因为教师身上担负着祖国
的未来和希望。 (柱子)

假开业

听说朋友开了家烟酒糖茶店，要
搞庆典、宴宾客，我过去帮忙。去了之
后，却发现朋友商店的商品极少，便问
他怎么回事。他悄悄告诉我：“我不是
真开业，只是想找个借口把以前送出
去的份子钱捞回来。”

这几年，人们温居、开业、娶媳妇、

嫁女儿都大办，依靠“假开业”捞钱，正
是世相怪胎！ (曲征)

自设采访审批权

是特权意识作怪
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某些行政

部门首先要摒弃自身的特权思想。

>>头条评论

□五岳散人

前段时间，韩国时任

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在

首尔外交通商部内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鞠躬致歉，

因为外交通商部在8月底

录用外长柳明桓之女柳

炫善(音译)的过程中存在

不规范操作，主要是在招

考部长大人的千金时，组

成面试小组的5人中，两

个该部内部专家不但企

图影响三个外部专家，还

给出了相当高的分数，使

得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

地位。

东窗事发之后，该部

的部长大人就成了“前部

长”。但事情还没有完，“特

招事件”目前在韩国国内

引起广泛讨论。韩国的行

政安全部计划针对过去10

年间包括外交部高官子女

在内的所有特别录用人员

进行全面调查。更有甚者，

对于其他高官的调查也很

可能开始，甚至有可能包

括韩国的总统。

很不幸的是，权力这

种东西所具有的腐蚀性并

非某个国家独有，而是古

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如何

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几乎

是人类社会一个恒久的问

题。按说韩国在招考部长

千金的时候已经很注重

程序了，面试小组5个人

当中该部内部的专家甚

至是少数派，这样的结构

都没能避免权力的滥用。

这种权力腐蚀的程度可见

一斑。

另外一种方式就只能

是事后监督了。韩国在这

方面从军政府垮台之后，

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监

管体系，这个“行政安全

部”大概相当于香港的廉

政公署，是有独立权力的

调查机构，职责的一部分

就是监督政府的行政，以

保证廉洁与安全。

在相对独立的“自己

监管自己”之外，最重要的

一道防卫线当然是新闻媒

体的力量。只要新闻媒体

不被噤声，事件就会被无

数称职的记者追一个水落

石出。但这并不是事情的

全部，而是在新闻媒体强

大的传播能力之下，大众

的知情权被充分发挥，然

后形成舆论压力与民意的

互动，最终能够最大限度

地遏制这种特权。

之所以有特权，其实

并非是权力足够骄横与有

效，在现代社会里，什么样

的特权可以赋予当政者、

什么样的特权是他们不应

该拥有的，其实是具有鲜

明界限的事儿，这并非中

古时代那样，特权具有天

然的合法性。但任何一个

国家当中，只要有特权的

存在，必然伴随着信息的

不平等。有人说过，权力本

身就是信息不对称的结

果。

一个能够把特权追查

到底的国家，并非是没有

了特权——— 那也不符合人

性——— 而是把特权放在阳

光之下的国家，并且是一

个不能让媒体噤声的国

家。只要媒体能够打开一

个缺口，往后的事情就自

然而然发生了。

有网友说：中国人所

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取得特

权，这话放在哪个国家可

能都有一定道理，换个主

语就是。但不是任何一个

地方都能让特权恣意生

长，这个才是重点所在。

韩国为什么能把“特招”清查到底
一个能够把特权追查到底的国家，并非是没有了特权——— 那也不符合

人性——— 而是把特权放在阳光之下的国家。

>>世风眉批

■“世风眉批”投稿邮箱：

shayuansen@qlwb.com.cn

■本版投稿信箱：

zhangjinling@qlwb.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