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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舆论最讨厌的是回避和掩盖问题

□本报评论员 金岭

十八大之后这一段不长
的时间里，先后有十几名不
同级别的政府官员在网友举
报或有关部门的查办之下落
马，还有安徽颍上县上访者
被打、陕西旬阳县失地农妇
跪拦人大代表车辆被拘等事
件，已经或正在处理。

与以往不同的是，人们
发现这段时间此类负面新闻
多了，而且处理的速度似乎
也快了。与往常担心的负面

新闻过多可能影响稳定、可
能会传播过多的消极情绪不
同，无论是人际传播中，还是
从媒体包括网络上的言论
看，此类新闻带给大家的不
是负面影响，而是正面影响，
那就是对反腐败更有信心
了，感觉未来更有希望了。这
是一种更为理性、更为平和、
更为成熟的舆论场。

从这段时间舆情发生的
新变化看，相较几十年前，中
国社会的柔韧度已大大增强
了，民众的神经早已不像过
去那样脆弱，已不会因为揭
露出更多腐败问题、暴露出
更多社会矛盾，就降低对政

府和社会现状的评价，更不
会由此对未来失去自信。现
在大家更清楚，既然腐败现
象是客观存在的，既然一些
社会矛盾无法避免，只要敢
于直面和解决问题，就能看
到希望。最近的这些负面新
闻，暴露的都是官员的丑闻
和社会的阴暗面，但舆论不
是更加焦虑了而是更加从容
了，因为经过这些年的开放、
发展和进步，国民心态也在
不断成熟，人们不再是看到
一点社会矛盾就过于敏感，
看到揪出个腐败官员便产生
无限联想，而更愿意冷静客
观地看问题。

从最近一些个案处理结果
获得的反响看，如今舆论评价
一个地方，并不以这个地方是
否出了腐败官员为据，也不
以是否出了集中爆发的社会
矛盾为据，而主要是看出了
腐败和矛盾之后，有没有正
视问题解决问题的意愿和勇
气，获得差评的，一定是那些
掩盖和回避问题的地方，而
不是那些虽然问题不少，但
敢于解决问题的地方。最近
雷政富的“艳照门”、太原市
公安局长之子打人事件、新
疆乌苏市公安局长包养情人
被免职等等事件的处理，都
获得了网友很高的评价，相

反，那些出了问题却没有拿出
满意处理结果的地方，则被网
友一再追问。越来越多的人已
经明白，一个地方出点问题，并
不能证明那个地方就一团黑，
只要那个地方不回避问题，就
可能获得更高评价。

这种舆论生态的新变化提
醒一些地方，有必要改变对舆
论环境的习惯性期待，应该意
识到，出了问题不丢人，回避问
题才丢人，才让民众真正失望。
舆论看得越来越清楚，现在多
数地方面对的问题和矛盾只是
量的差异，并无本质的不同，一
个地方的问题，在另一个地方
完全可能出现，因为问题得以

产生的基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只不过有些地方问题还没
有积累到极端程度，或者已经
到了极端程度，尚未遇到爆发
的机缘而已。所以舆论更看重
的，是敢不敢直面问题，而不是
问题是否浮出了水面。

“实干兴邦”的精神，不
仅应该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创
造过程中，而应该在各个方
面都体现出来，比如不回避
任何矛盾和问题，并拿出智
慧、勇气和胆略来解决它，同
样需要“实干”。最近一些地
方官员被网友频频举报后获
得官方高效率回应，从中透
出的，正是这种“实干”精神。

最近的这些负面新闻，暴露的都是官员的丑闻和社会的阴暗面，但舆论不是更加焦虑了而是更加从容了，因为经过这些些年的开放、发展和进步，国民心

态也在不断成熟，人们不再是看到一点社会矛盾就过于敏感，看到揪出个腐败官员便产生无限联想，而更愿意冷静客观观地看问题。

爱护莫言，

爱护中国形象

莫言12月6日在瑞典斯德
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个
人而非国家的。”这话说得其
实很中肯，可不料还是引来众
多网友批评。长期的集体主义
思维定式，让不少人觉得，个
人成绩属于国家，莫言的回答
被一些人认为伤害了国人感
情，这并不难理解。

但世界只有一个莫言，莫
言属于中国。不论如何争议，
莫言首先是他个人，其次才属
于中国、属于世界。对我们来
说，揪住莫言只言片语，并无
意义。应承认莫言获奖让中国

形象更加丰满、更有价值。
爱护莫言，爱护所有为中

国形象增色的人，就是对中国
形象最好的呵护。毕竟，中国
形象需要更多像莫言这样的
个人成就来塑造和展示。

（摘自《环球时报》，作者：
刘海明)

谁成全了

4妻10子的荒唐事

正当网民对山西一人大
代表“4妻10子”的消息将信将
疑时，有媒体调查已确认了这
个荒诞不经的传闻。

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往往
不难，难的是如何对导致此类
荒唐事的病灶进行“刮骨疗
伤”。一名村干部与4个女人生

育10个子女，其中9个顺利落
户村里，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
么问题？据报道，这已是“公开
的秘密”，村里无人不知。没有
丝毫掩饰，更谈不上些许包
装，这种狂妄与自信，究竟是
源自当事人的法盲，还是觉得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无
须理会别人怎么说？

在“4妻10子”事件发生背
后，我们还须追问，众多子女顺
利落户是谁给开的绿灯？面对
举报何以连任村委会主任、当
选区人大代表？集体失察之后，
基层监督又缘何没起作用？这
些经不起拷问的问题都有待仔
细调查，以还原此事的来龙去
脉，找到病灶才可能根治修复。

(摘自《京华时报》，作者：
傅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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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

“儿坑爹”的剧情再度
上演。近日，中共山西省委
和太原市委决定，停止李
亚力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
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
务，接受调查；免去其太原
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职务。
虽然有关部门并未透露李
亚力被停职调查的原因，
但显然他的被免职与这段
时间“网上不断传出李亚
力之子李正源涉嫌醉驾殴
打执法交警的消息”有关。

在这起案件中，除了
反思对权力的监督为何再

度失灵，还值得一提的是
那位被袭的交警夏坤。在
袭警之前，李亚力之子李
正源醉驾并未造成更为恶
劣的后果，如果夏坤手一
松放了过去，后来的一切
或将不会发生；在夏坤得
知李正源的身世背景后，
如果他畏惧权势息事宁
人，李亚力极有可能成功

“灭火”了。在权势面前，很
多人可能出于各种利益的
权衡比较，最后不得不选
择屈服。屈服之后，虽然暂
时保全了自身，但却助长
了权势更为嚣张。万幸的
是，被袭的交警夏坤虽然

承受着各种压力，但他依
然坚持“他是厅长家的儿
子就能白打我吗”的质问。
在法治社会里，没有什么
答案能解释通“他是厅长
家的儿子就可以白打我”！

被权势欺辱了，只有
选择不服从，且维权到底，
才有可能换来真正的公平
和正义。如果每个人都能
像夏坤这般不畏权势，或
许可以倒逼掌握公权的官
员不再肆意玩弄手中的权
力。如果屈服在权势之下，
虽然换得了一时之安，却
永远换不来持久的公平和
真正的正义。

□舒锐

“合肥交警大赦违章
驾驶员，被监控拍到的违
章记录只罚款不扣分。”12

月8日，这条消息被证实属
实。笔者以为，如此“只罚
款不扣分”体现了当地执
法部门并没有充分理解和
贯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累积记分制”的立法
意图。

首先，没有充分把握
交通执法的“罚则”，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
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除给予
行政处罚外，实行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
分。”这就意味着，交通执
法采取的是行政处罚和扣
分并存的“双罚制”。

其次，当地执法部门
没有完整解读“扣分制”的
意义。其实，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制，不
仅仅是一种惩罚，它在某
种程度上，还承担着违法
者不良信息记录的功能。
通过它，交通执法者可以
区分谁是一贯守法者，谁
是经常违法者，进而对那
些经常违法的人加大执法
力度甚至在某些特殊工作
领域，不让这些人进入。比
如，只有最近连续三个记
分周期内没有被记满12分

的人才能担任校车司机。
最后，当地执法部门

没能严格贯彻“惩罚和教
育相结合”原则。根据相关
法规，在一个记分周期内
记分达到12分的，驾驶人
应当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的学习并接受考
试；如果同一周期再次达
到12分，还应当接受驾驶
技能考试。而不计分的话，
就分不清楚谁应该接受学
习，谁可以不接受学习。

因此，正如专家所质
疑的，“这种执法破坏了规
则和法制，有可能会造成
交通秩序更加混乱。”不仅
不应得到肯定或推广，而
且还是早点取缔为好。

“不能被白打”也是对权力的约束

“大赦”违章，不懂“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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