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压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更大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因为一包“天价香烟”的
报道，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
被停职检查。

根据该报官方微博给出
的解释，石俊荣暴露出的问题
是“未到现场实地采访”，报社
做出停职的目的是为了“进一
步改进作风”。一篇刚见报的
自采新闻遭到颠覆性的“自我
否定”，实在有些蹊跷。

到现场去的确是新闻记
者写出优秀作品的必经之
路，但是新闻的真伪并不以

记者是否在现场为标准，况
且还有很多新闻是无法还原
现场的。石俊荣得到读者提
供的线索后，从大荔县政府
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中证实
了“天价香烟”的存在，并通
过电话联系当地县委宣传部
进行采访，记录了他们对这
个事件的解释。这样的新闻
或许算不上优秀作品，但是
整个采写过程中并无不当之
处。而记者突然被停职，显然
有无形之手在搅局。

之所以要做出上述猜测，
是基于大荔县围绕“天价香
烟”事件的一系列反常举动。
在记者核实新闻时，县委宣传
部给出的解释是，烟是村支书
拿的，里面只有两三根，县领

导已经批评了村支书。这样的
说法被报道之后，似乎并不被
公众认可，很多人以自己的经
验感觉难以置信。之后，大荔
县危机公关接连出手，先是政
府官方网站的香烟照片被删
除，之后拿烟的村支书又出面
细致地回忆了当时情景。只是
这一连串的动作组合在一
起，很有“左右互搏”的味道。
公众更加不解，既然县委书
记当场批评了村支书，为何
仍有“烟照”发布在政府网
站？照片既已发布，为何又在
公众质疑时匆忙删除？

在大荔县感到难以自证
清白的时候，记者石俊荣很
及时地被停职了，他在自己
的微博中承认“稿件采写中

有不周全的地方，给当地造
成负面影响”。至此，真相似
乎逐渐显现，“没有现场采
访”、“采写不周全”都不过是
欲加之罪，给大荔县、渭南市
乃至陕西省造成“负面影响”
才是石俊荣捅出的大娄子。
截至目前，已有新闻出版总
署新闻报刊司新闻业务处处
长农涛等官员对石俊荣的报
道表示认可，但这还不足以
改变媒体在这个事件中的弱
势地位，仍然需要更多的部
门从道义上提供支持。

一包“天价香烟”不合时
宜地出现在县委书记面前，
群众和舆论有权利去质疑，
被监督的对象如果心中无
愧，可以用公开透明的方式

去还原事实、疏导民意。可
惜，公众感受到的是被监督
对象的气急败坏，他们把舆
情当做敌情，不从正面疏导群
众情绪，而是从侧面对新闻媒
体进行打压。对自己的失误避
而不谈，对媒体的报道吹毛求
疵，公权一旦颟顸起来，“负面
报道”就不是被监督对象的麻
烦了，而成了监督者的灾难。一
个记者被停职，不只关乎他个
人的事业，更关系到公众的知
情权和监督权。石俊荣被停
职只是个内部处分，却在社
会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再
次提醒一些地方，要正确认
识和面对舆论监督，一个地
方出现一些“负面新闻”不可
怕，可怕的是以权力之手打

压舆论监督，这才是真正的
“负面影响”。

一包“天价香烟”引发一
串离奇的反应，堪称权力部
门对舆论监督过敏反应的一
例标本，却又不是陕西所特
有的。在民智已开的今天，群
众已经适应了开放、平等、互
动的媒体传播，一些地方的
权力部门还沉浸在封闭的环
境中，以权力美学的好恶为
中心，视舆论监督如芒刺，一
遇“负面新闻”就觉刺激。这
既背离了公众的期待，也损
害了政府的公信。破解这个
问题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
就是让权力在可透明有监督
的环境中运行，逐渐脱敏，最
终以适应舆论监督为常态。

石俊荣被停职只是个内部处分，却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再次提醒一些地方，要正确认识和面对舆论监督，一个个地方出现一些“负面新

闻”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权力之手打压舆论监督，这才是真正的“负面影响”。

吃空饷

赵国品/画

近期，有网友爆料湖北武穴市教育局的人事怪现状。
记者调查发现，该教育局一方面大量人员超编，需挪用其
下属单位的事业编；另一方面，有官员占着编制不上班，吃
空饷。武穴市教育局的行政编制数为23人，而在该教育局
最新的《机关人员通讯录》上，登记了71名工作人员的联系
方式，超编200%。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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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解决公平问题，再谈延长退休年龄

□银玉芝

7月1日，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战略研讨会在北京
召开。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
所所长何平称，建议中国从
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
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
年龄，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
年龄均为65岁。有专家表示，
提高退休年龄的目的是为了
缓解劳动力总量减少的速
度。(7月2日《京华时报》)

近一个月来，不断传出
延长退休年龄、推迟养老金
领取时间的新闻。国务院通
知批转社会保障“十二五”
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到，要研
究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种
种迹象表明，相关部门延长
退休年龄的决心很大，推迟
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
势。

如果说延长退休年龄
有十足的理由，那么公众的
焦虑和大量的反对意见又
是为何？还记得去年网上一
项关于“你支持推迟退休年

龄吗”的调查，20万网友参
与投票，92%投了反对票。当
然也有不同的调查，去年，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国
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发布的

《退休年龄问题研究报告》
显示，对现行职工差别年龄
退休政策，有51 . 1%的被访
者认为“不合理”，尽管女工
人认为“不合理”的比例最
低，但也达到36%。

这个调查和公众的看
法看似矛盾，其实内涵一
致，大部分劳动者不愿意延
迟退休，但对于一些机关事
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成功
女性来说，希望延迟退休。
这反映出不同阶层、行业的
利益诉求差别。对于社会中
上层群体来说，不少人本身
就不必缴纳或只需缴纳很少
的养老保险，或事业发展需
要更多时间，工作时间越长，
获得收益越大，因此他们自
然希望延迟退休。而对于一
般的企业职工来说，缴费时
间越久，退休年龄越晚，显
然就越不划算。

实际上，之所以延长退
休年龄的问题每次提出就
引发焦虑，一个重要原因是

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大
部分普通公众来说不公平。
从这个角度上说，改革现行
养老制度，首先是要解决公
平问题。让企业和企业职工
的个人负担减轻，逐步改革
事业单位、机关单位的养老
制度，实现全国基本统一的
养老制度，而不是靠牺牲普
通人的利益来缓解越来越
迫切的养老难题。另外，随
着生育率的降低，人均寿命
延长，工作一代需要供养的
老年人越来越多。中国人口
老龄化问题已经出现，劳动
力的结构性短缺非常明显。
如果等到“人口红利”消耗
殆尽的时候再调整退休年
龄，恐怕为时已晚。而调整
退休年龄其实治标不治本，
必须改善人口结构，及时调
整生育政策。

作为一项涉及所有人
的公共政策，不能没有充分
的讨论就出台。相关部门和
官员、学者可以发表其意见，
但绝非意味着政策走向就一
定如此。只有经过了充分的
讨论，解决了上文提及的公
平等问题之后，才具备谈延
长退休年龄的基本条件。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在中国，“名校毕业”是
很好的象征资本，对你以后
的发展非常有利。这也是很
多人拼命考名校的原因。但
这不必挂在嘴上，你的上司
以及周围的同事全都知道。
反过来，你必须用事实证明，
你的“名校毕业”不是浪得虚
名。

———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
原说

在命运面前，我就想做
一个坏孩子：把事情挑起来，
然后，自己再也作不了主。我
不可能知道命运的咽喉在哪

里，知道了我也扼不住它。
——— 作家毕飞宇说

中国越来越感受到资源
的约束，在未来中国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中国更需要倡导
理性消费、环保消费和前瞻消
费，购买汽车不仅是享受，更
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
葵说

追随你的心，引领你的
一生，这样总有一天，你会发
现，你做过的所有事其实是
可以串联在一起的，成为一

条优美的曲线。
———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

开复说

单纯实行全国一张卷，
而不改变现在的录取方式，
并无实际价值，如果北京考生
不用北京卷，而统一用全国
卷，但还是按照原来的招生计
划录取，北京的高考录取率
还是会在25%以上，这根本
改变不了高考利益格局。

——— 教育学者熊丙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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