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用公款“炒饭”，旅游局也不委屈

江苏扬州的“最大份炒饭”因造
成浪费被吉尼斯官方取消了资格认
证，一时间沦为笑柄。饱受批评的扬
州市旅游局则对媒体叫起屈来，声
称他们“只是负责场地和安保方面
的支持”，活动的材料准备、器具准
备和烹制全过程由世界中国烹饪联
合会总体负责，且“活动采用市场化
的方式运作”。

这样的表态无非是想表达一个
意思，那些被浪费的粮食“与我无
关”。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仔细一想

却不是那么回事。做这么一大份炒
饭，还在公共场所公开进行，就不是
个人、商家或某个民间协会的私事
了，而是成为一个公共事件，那么这
起公共事件所引发的影响，必然要
和给其提供方便的政府部门扯上关
系。就算扬州旅游局没投入资金、没
滥用公款，又有何委屈之处呢？

一般说来，要想组织起来这么
多人，在公共场所举办这样一场大
型活动，往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应
允，并不是仅凭财大气粗就能办成
的。扬州市旅游局承认“负责场地和
安保方面的支持”，也表明了政府对
此次活动的支持态度。如此一来，活
动最后办成什么样，可能引发怎样
的社会影响，扬州旅游局自然脱不
了关系。假如吉尼斯官方没能发现
其中存在粮食浪费，世界纪录的认

证保留了下来，给扬州炒饭“扬名”，
功劳想必也要记在旅游局头上了。

所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旅
游局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活动，而
在于“支持”这个态度本身。要知道，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既
是传统美德，也是中央三令五申的
要求。地方政府能否践行节约精神，
对社会起着导向作用，一举一动都
要考虑影响。尤其现在，有实力铺张
浪费的人多了，社会上的商业炒作
氛围也很浓，政府部门就更要谨慎

“支持”。不妨回想一下，中央层面对
领导干部出席各类庆典都有过规
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范权力给
不良风气“站台”。

当然，浪费粮食只是个“后遗
症”，引发症状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好
大喜功的老毛病，动辄靠人海战术

来制造噱头的可不止扬州市旅游局
一家。有打着“申遗”旗号的最大主
题蛋糕，有气势恢弘的万人火锅、万
人吃面，也有航拍才能分辨的数千
人举伞拼图，虽然形式各异，但背后
都能看到地方政府的身影，官方甚
至还以此为傲，不遗余力地广为宣
传。至于可能造成的浪费，或是对居
民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的影响，很容
易忽略不计了。如此一来，扬州市旅
游局的叫屈也可以理解了，既然大
家都这么干，其中还有什么不妥吗？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政府部
门的观念不发生变化，好大喜功
的老毛病就得不到根治，将来还
会有类似的支持，最多也就是在
细节上多下些功夫，别让人抓住
了浪费粮食之类的把柄，搞得前
功尽弃。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当地政府是以怎样的方式对活动加以支持，而在于“支持”这个态度本身。如果好大

喜功的老毛病得不到根治，下一次还会有地方政府为类似“盛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

□刘海明

27日，歌唱家于文华发布微博
称阎肃老先生去世，多家知名媒体
随后引用此消息源进行了报道。随
后于文华发微博“郑重声明：刚刚
所转阎肃老师的消息不实，严重失
误，向老人家及家属道歉！”（10月27

日央广网）
名人的去世乌龙消息，每年

都会有。今年最典型的，莫过于3

月新加坡李光耀去世消息的误
报。当时，国内媒体虽道了歉，但
将责任推给首发消息的外媒，导
致舆论的普遍不满。这次，无论是
于文华还是涉事媒体，多有致歉；
阎肃的儿子也明确表态，不怪于
文华老师。毕竟，因脑梗昏迷住
院，重度昏迷期间医院传出的消
息，难免误导公众。只是不少网友
觉得不可理解：“信源谎诈是新媒

体的天然缺陷吗？速度是受众争
夺战的必胜武器吗？”观媒CEO薛
陈子则认为：一个未经媒体证实
的信源，在半小时内完成了谣言
到传播到辟谣的全过程，各种媒
体形态都加入了这个过程，可谓
惊心动魄。

媒体误报的责任无法推卸，
但若就此质疑对新闻时效性的强
调，未免有点刻舟求剑了。信息时
代，人们对新闻时效的需求客观
存在，媒体若无视时效法则，为每
条新闻的真实多方去核对，转载
媒体同样不信同行媒体的报道，
再度去多方核实同样的消息。如
此得来的真实固然可敬，怎奈和
信息传播的规律并不吻合。如果
误报的消息比例过大，说明那是
信息传播规律的问题；假若误报
的比例很低，或者屈指可数，再去
苛求媒体把所有消息核实无误再
播发，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误报名人去世的消息，要么是
媒体故意造假，那和职业伦理精神

格格不入；如果属于情况比较特殊，
比如被报道的名人身患重病，已经
危在旦夕，也就另当别论了。在病危
抢救期间，医生绝望时说的话被传
出来，这样的消息虽然可能失实，但
病人的病情瞬息万变，想核对也不
容易。正如有网友所言：“所有的所
谓谣言都是知道或者在真相周围的
人才会传出来。”

的确，没有人希望自己看到
的消息虚假，但虚假消息的存活
期才更值得关注。换句话说，我们
没有办法完全避免虚假新闻的出
现和传播，但可以以辟谣的形式
澄清事实，减少虚假新闻的社会
影响。事实上，只要媒体及时纠正
自己的错误，还原真相，就应允许
媒体犯少量的错误。恰如一位网
友所说，“今晨误传阎老师去世，
仅半个小时就得到了澄清，这说
明了新媒体的自我修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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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媒体误报名人去世

□周俊生

短短四个月内，央行三次启
动“双降”措施。尽管目前我国对
于货币政策的表述仍然为“稳
健”，但通过这种频密的“双降”，
货币政策已调整为从宽，这已是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在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背景
下，央行作出的这一决定，被视
为稳增长的一个重要行动而得
到了肯定。我国最近20年来经济
运行的实践中，货币政策的不断
放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与投
资的不断扩张一起，成为推动中
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左膀右
臂”。但是这种投资和货币“双扩
张”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一方
面它造成了产能的严重过剩，效
益低下，另一方面则造成了物价
的持续上升。因此，最近两年，中
央政府大力推进经济转型，期望
我国经济运行能够摆脱对“双扩
张”的过度依赖。但是，就像一句
俗话说的，“形势比人强”，当经济
增速持续下行的时候，以前用惯
了的降准降息，还是在稳健的口
号下出现了比以往适度宽松时期
更频繁的使用。

当央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
续3次降息以后，一年期基准利率
出现了低于物价指数（CPI）的情
况。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9月份

CPI同比增速是1 . 6%，而在此次降
息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已低
到1 . 5%，这就意味着百姓将钱存
进银行后，其所得利息收入尚不
足以对冲物价上升所带来的货币
价值损失，负利率这一在中国金
融市场上曾经多次出现的“魔影”
再度光临。当然，由于在此之前，
央行已经多次提高人民币存款利
率的上浮空间，各大银行的存款
利率都在基准利率上有不同的上
浮，因此从表象上看，储蓄者的利
息收入还是高于CPI，负利率暂时
还未成为现实。

但是，从目前经济的运行趋
势来看，一方面，在进入新常态
后，经济增速只能保持中高速甚
至中速，GDP保持相对低位是经
常性的事，而在降息通道打开以
后，继续降息将表现为大概率；另
一方面，尽管以石油为主的大宗
商品价格低迷遏制了物价上涨的
趋势，但猪肉等主副食品价格的
上涨正在构成新一轮物价上涨冲
动，今年8月份的CPI增幅就一度达
到2%。这样一来，利率的进一步降
低和物价的进一步上升，势必使两
者之间相背而行，即使有利率上浮
这个工具起缓冲作用，但最终利率
表现为负值将不可避免。

令人不安的是，对于负利率
的出现，一些专家不当回事，甚至
认为有利于促进消费，也有利于
股市上扬。还有些人以国外的零
利率为理由，认为中国可以进一
步降低利率。但是，中国是一个储
蓄大国，储蓄是老百姓保证资产

安全的最重要工具，而负利率的
出现则使他们的这种愿望落空。
降低利率的目的是希望减轻企业
的融资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但是
不应该忘记的是，经济增长的最
终目标是为了提高民众福祉，而
以负利率来促进增长，却是让民
众来承受增长代价，这样的增长
最终却是损害了民众的利益。至
于有些国家出现的零利率，它导
致民众储蓄意愿减退，增加了这
些国家经济复苏的难度。中国如
果要学它们的样子，以低利率，甚
至零利率来将储蓄逼出银行，以
此来促进消费，在国内产品缺乏
吸引力的情况下，只怕会有更多
的购买力流向国外市场，至于以
此来诱导老百姓将资金投入股
市，更是会加剧股市风险，很可能
伤及普通投资者。

事实上，在本次降息的同时
央行取消了对利率上浮的限制以
后，利率市场化已经实现，理论
上说各家银行可以自主决定利
率，央行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
济的空间已经很有限。对于央行
来说，需要研究的是从去年以来
尽管已经多次降准降息，但经济
却不见起色，说明前期释放出来
的资金并未如愿进入实体经济
部门，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沟通
方面，还存在不少梗阻。因此，当
务之急并不是降准降息增加流
动性，而是要着力消除金融流通
环节中的梗阻，让已经释放出来
的流动性能够顺畅进入实体经
济部门。（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经济稳增长不能依赖“负利率”

葛一家之言

评论员观察

提到旅游文明，很多人爱拿日
本人作比较，被反复提及的一个例
子是：日本人哪怕是看场球，也会非
常自觉地把垃圾带走。最近又有媒
体翻出旧事，1970年至1980年代的
高度经济成长期，赶赴海外旅游的
日本游客急速增加，但是礼仪表现
却不尽如人意，甚至被报纸、杂志竞
相报道为“毫无常识”、“素质低下”。

每个国家大概都有过这么一段
历史。中国游客的所谓的“作”，不是
一个素质问题可以解释的，而是在
极短的时间里富起来以后，一种急
于标榜自我的心理反应。随着富裕
程度的提升、个人生存空间自由度
的扩大，国人会对人本身的价值倾
注更多的热情。文明本身就是一种
更迷人更让人有成就感的东西，一
时间没找到，不意味着永远找不到。

重翻日本30多年前的老故事，
也不是为不文明行为找借口，而是
为了放下有关国民性的沉重包袱。经
过长期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对日本
人有了重新的认识，而我们少不得也
要经历这么一个痛苦的磨合过程。文
明不文明归根结底是对规则的遵守，
而要养成这种习惯，严格的法制教
育、管理是最重要的，没有必要将国
民性、劣根性之类的字眼挂在嘴边。

（摘自《钱江晚报》，作者高路）

葛媒体视点

大家谈

每年公务员报考季的新闻都差
不多：什么报考人数又创新高，什么
报考岗位冷热不均，什么北上广成
公务员报考首选地等等——— 由这些
新闻派生的评论也基本是同质的，
反思公务员热背后的社会问题，反
思为何职位报考冷热不均，反思扎
堆北上广。

就业难的大背景下，很多人报
考公务员职位，其实并不就是对当
公务员感兴趣，而是不放过任何一
个就业机会——— 很多学生投简历和
报考都像撒网打鱼那样，尽可能把网
撒得大一些。公务员岗位“冷热不均”
也很正常，试问，哪个岗位不存在这
种冷热不均呢？就拿媒体行业来说，
北上广深的媒体招人，收到的简历肯
定会比西部城市的媒体多很多倍，一
线城市的媒体招人，肯定比三线城市
的热很多。公务员作为一个饭碗，肯
定也回避不了这样的规律。

公务员就是一份工作，一个平
常的饭碗，不必带着“金饭碗”的传统
想象。不必过度阐释公务员报考人
数，人数多一些就说是病态，人数少
一些就说“渐趋理性”。哪一天公务员
报考没有新闻了，就说明人们的观念
进步了。（摘自《晶报》，作者曹林）

公务员报考

其实没有新闻

游客文不文明

别拿国民性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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