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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种树，先让市民心中有“数”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4月18日下午，青岛市
召开城区园林绿化工作座
谈会，就植树增绿行动进一
步听取市人大代表、市政协
委员、专家学者和市民代表
意见。会上，相关部门查找
了前期植树大增绿行动出
现的局部区段栽植不合理、
设计方案公开不及时、前期
论证工作不细致、与市民网
友沟通不主动等问题，通报
了下一步工作的改进措施。
这也是当地政府工作与民
意监督的一次有效互动。

日前已有媒体报道，青
岛市政府投入逾40亿元进

行造林，力图建立“国家森
林城市”，达到国内城市生
态系统的最高指标。多个广
场和海滨大道成了种树的
主战场，绿化范围甚至扩展
到道路桥下，其中“毁草种
树”、“桥下种树”、“海边种
树”、“密集种树”等现象饱
受质疑。

植树造林美化环境，这
对于城市发展原本是件好
事，得到的回馈却是来自市
民的不解，除了一些技术性
的问题，市民质疑的其实是
当地政府推进这一工作的
进程：为什么不事先多征求
市民的意见？

对于这次大规模的植

树行动，不少青岛市民表示
很突然，直至看了媒体的报
道，才隐约知道计划的全
部。毕竟自己的城市，“爱之
愈深，责之愈切”，那些流传
于网络的种种议论，表达的
正是市民发自内心的对自
己城市的关切。

在争议中，有不少市民
在冷静地思考，提出了很多
建设性的意见。对于眼下大
规模的种树，有人翻阅城市
历史，有人查找气象资料，
市民们的自发行动只有一
个目的，就是让这座共同生
活的城市变得更好，而这其
实也正是政府种树的初衷。
如果政府在决策之前能够

深入调查，多听听民众的声
音，决策过程尽可能让市民
参与和知情，当不至于像今
天这样面对这么多的质疑。
其实这不是孤立的现象，现
在不少城市，无论是建广场
修马路，还是所谓“第一高”
的筹划，市民往往是有了结
果才知道点消息。

事实证明，在参与热情
高涨的今天，城市建设给政
府 提 出 了 越 来 越 高 的 要
求，过去那种单向化的管
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
背景。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的
能力日益提高，参与的意愿
也在不断增强，他们是有能
力为政府分忧的。在城市建

设中，政府的目标与市民的
诉求是一致的，真正欠缺的
是一种政府与市民良性互
动机制。

在表达民意时，一些市
民没有陷入到简单的情绪
表达中，而是及时地从“网
络暴力”中抽身，寻求克制
与善意的方式，用一种充满
理性与建设性的表达，去期
待政府部门的正面回应。

这次，青岛相关部门积
极面对质疑，坦承不足，是
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期待
政府与市民更多一些交流，
花这么多钱，种这么多树，
先得让市民心中有“数”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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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高
速进步，改变了现代人的思
维与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传
媒领域的深刻变革。传播便
捷、表达自由的先天优势，
让网络逐渐成为了传递舆
情的重要工具。

网络引领着传媒跨入
了“自媒体”时代，通过网
络，每一个人都能够表达自
己的观点和意见。这种开放
性、个性化的话语模式，更
加尊重个人发声的权利，客
观上体现了时代诉求。然
而，有一利必有一弊，相对

自由的传播方式，也让网络
很难对来源庞杂的信息去
芜存菁。作为网络传播的主
体，很多网民面对传闻时，
仅仅以个人好恶作为甄选
标准，无法做出成熟的价值
判断。同时，网络传播的门
槛较低，没有一个完善的审
查机制。这就导致了网络环
境中谣言不断。

要想堵住谣言散布的
途径，客观上需要权威信息
及时发布，尽早让谣言止于
真相。同时，也要积极努力
地进行尝试，为网络创造一
种良性发展的崭新语境，引
导其尽可能地向理性回归。

通过提升网络“自我证伪”
的能力，来增强网络对于谣
言的免疫力。

引导网媒语境向理性
回归，离不开法规的监管。
但这种管理不能仅仅体现
在对个别问题网站的关停
整顿，除了行政和法律的刚
性手段，有关部门还应着力
培育理性和文明的网络文
化。打击网络谣言的目的不
是遏制网络媒体的活力，而
是让网民有一个更加透明
的言论环境，让真相和理
性主导网络舆论。为此，网
络媒体不能为了点击率和
转载率，而放任失实的信息

流传，网民更要理性看待问
题，避免人云亦云偏听偏
信。当然，对于恶意传播流
言、蛊惑人心的，监管部门
应当坚定地追求其法律责
任。

从网民的角度出发，每
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
的社会责任。不能因为个
人的猎奇心态，而故意哗
众取宠，发表和传播一些真
假难辨的信息。尤其是拥有
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更
应当审慎地对待自己的言
行。网络这个平台，让人人
都有了说话的权利，人们更
应该注意珍惜这种权利。如

果每个人都没有限制、没有
底线地挥霍这种自由，很可
能导致网络彻底失掉公信
力，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

“止谤莫若自修”，当每一位
网民都懂得谨言慎行，让自
己的言论经得起法规与伦
理的检验，那么谣言散布的
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

经验告诉我们，每一种
新事物的发展，都要历经一
个曲折的进步过程。网络自
然也难以免俗。如今的种种
乱象，对网络而言无疑是一
种伤害，但如果正确认识，
应对得当，一样能成为改变
自身命运的契机。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个人信息保护法》初稿已
出台多年，但至今没有面
世。虽然2009年《刑法》将泄
露个人信息的行为入罪，

《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个
人隐私的条款，但这些规定
零散、抽象，现实中普遍缺
乏可操作性。

——— 上海社科院法学
研究所研究员江锴说。

今年的春天很特别。过
去5-10年，中国金融改革是

“摸着石子过河”，最近几个
星期，我们直接大跨步向
前。这是好事！

——— 美国休斯敦大学
教授吴国俊说。

上一代作家倾向于宏
大的叙事、完整的背景、慢
摇式写作手法；而我们这一
代则更喜欢特写，固执地盯
着某个人或某个角落。

——— 作家张悦然说。

中国小说的问题不在
于短篇、中篇小说，而在于
长篇小说。长篇小说需要你
写第三百页的时候，还能记
得第一页写过什么。但是很
多人早就忘记了，出现过哪
些名字，发生过哪些事，德
国有专门的校对，他们会提
醒你，名字是否写错了，故
事情节哪里不对。

——— 德国汉学家顾彬
说。

金融支持小微企业，首
先要树立扎根基层的服务
理念，现在不缺少大的银
行，缺乏为一方乡民服务的
银行。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说。

学校一定要是非常民
主和谐的环境。校长、老师，
甚至家长是亦师亦友的关
系。越宽松、越和谐、越民主
的氛围越有助于张扬孩子
的个性。

——— 北师大附属实验
中学校长蔡晓东说。

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长
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值。期
望越高，家长在时间、精力、
钱财上的投入越多，孩子的
表现一旦不能达到家长的预
期，家长就会有更多的失望、
挫败感，这种负面情绪很容
易表达出来，传递给孩子。

——— 天津师范大学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慧
生说。

引导网媒语境向理性回归
——— 网络谣言现象思考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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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扭的瓜不甜

编辑：
你好！
4月18日《齐鲁晚报》报

道《免费师范生违约将被重
罚》，我认为对于不守承诺、
不讲信誉的毕业生固然要按
约定处罚，但是仅仅止步于
一个罚可能也很难杜绝类似
问题的发生。

接受了师范教育却不愿
去为人师表，这样的学生可

能都有各自的无奈。但我想
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就是做老
师太辛苦，而得到的回报又
不够。如果教师这个职业不
能成为一个争跃龙门的职
业，必须以约定去强迫年轻
人进入，那么勉强当了教师
也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
如果有一天，当中小学老师
比当公务员更实惠更有面子
时，教师队伍必然会有一个
极大的提升。民间有谚语“强
扭的瓜不甜”，希望将来每一
位教师对自己的岗位都有一

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打心眼
里喜欢这个职业。

读者：王芸

不道歉无悔改

编辑：
你好！
读《齐鲁晚报》报道，“九

家毒胶囊涉事药企无一道
歉”，读罢气愤填膺。既然出
了问题，更何况问题的性质
极其严重，向消费者道一声
歉，说声“对不起”又有何难？

起码会在良心上有点忏悔，
消费者也好得到点心理安
慰。有企业老总表示，“企业
自检产品的铬含量都符合标
准，药监局也来抽样检查了，
现在就等检验结果，用数据
说话”。从中不难看出“就是
不认账”，不认账就是不想悔
改。

真是可悲啊，企业自己
检查质量合格或许是为了掩
盖真相，如果药监部门也说
毒胶囊质量合格，那不就是
和问题企业同流合污吗？没

有曝光之前，消费者“无知”
受害，曝光后，为了避开毒胶
囊，剥开壳吞药粉，造成食道
灼伤，也是“无知”所致。毒胶
囊 带 来 的 种 种 伤 害 ，监 管
部 门 难 辞 其 咎 。根 治 的 最
好 办 法 是 ，应 当 对 制 售 者
动真格的，让他们从根本上
改悔，还消费者一个放心的
药品市场。

读者：斗笠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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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日益提高，参与的意愿也在不断增强，他们是有能力为政府分忧的。在城市建设
中，政府的目标与市民的诉求是一致的，真正欠缺的是一种政府与市民良性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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