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发泄
要遵循“潜规则”

一年累到头，估计你也对老板有点不

爽。最近，不仅是成都各论坛推出“年终

和老板算算账”话题，淘宝网的淘吧里甚

至专门有了“青蒜吧”，集中地块供大家发

泄。（1月26日《成都晚报》）

员工收益跟着 GDP 跑，按照这两年

的 GDP 增速，年终奖似乎也该“水涨船

高”了。而事实上，目前这方面的增幅与

员工期望值相差甚远。老板和投资者想

多得点，想“以丰补欠”，说两年前亏了，员

工的年终奖也没有少多少。听起来似乎

也有理，因为老板怕“员工荒”，所以“水降

船未低”。可员工都不买这个账，工资是

涨得落不得。

于是，有些不敢当面与老板理论的员

工想到了网络论坛，本人也见到多个论坛

推出了“与老板算年终奖账”类的栏目。

于是就有人匿名网络，指名道姓、指桑骂

槐，“以泄心头之恨”。有些做法甚至都有

诽谤触法之嫌了。

笔者认为，可以就事论理，算算企业

效益增长账与个人收入账；可以对事不对

人，打打“擦边球”，哪怕发发牢骚也行；可

以提出维权的建议方案，直至付诸实施。

因为，网络虽然是虚拟世界，但也有“潜规

则”，就是不允许真名实姓、夸大事实，甚

至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这类情况，专

家也这样说，在网上发泄不满的确有助于

自我情绪调解，但千万不要指名道姓，否

则涉嫌诋毁、诽谤、人身攻击他人。

孙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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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渴望“书包限购令”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六年级的孩子，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

己对学习压力的无奈。近日，武汉某小学

六年级的学生写了一首叫做《书包》的诗

歌，让看过的大人们感到沉重。

幼儿园的我/有了一个小书包/小熊的

样子/趴在我的背上/一肚子的零食、漫画/

伴我游戏玩耍/初上小学的我/有了一个大

书包/各种课本文具/书包越来越沉/我也慢

慢长大/六年级的我/有了许多书包/蓝色

的/是上学的/黄色的/是奥数培训班的/绿

色的/是钢琴课的/书包/是五颜六色的/背

着书包的我/是苍白的/大人们说/煤气要限

购了/房子要限购了/我多么希望/能出一个

书包限购令啊/一个小孩只能有一个书包/

让我能轻轻放下/又能轻轻背起。

手机彩信杂志《漫天下》独家供稿

我常读贵报，特别是近读刚诞生八个月

的《市场星报》，总感到她有点别出心裁，很

吸引人的眼球。

报人常说：“头版是脸，头条是眼”，你们

把“脸”和“眼”，以及一版的寸金之地，都巧

妙地作出安排，精心地作了“打扮”。特别是

在报头的右侧、年月日的下面，刊登了你们

全体同仁的心声：“办最有价值的都市报”，

字体虽小，气贯长虹；你们说到做到的精神，

更是引人入胜……

现在有些专业报，办得平淡无味，内

行看不到门道，外行看不出味道，有的甚

至摘牌停刊，令人痛心疾首。你们在潮涌

皖江中横空出世，抛掉老八股，摒弃新八

股，高高举起“办最有价值的都市报”的大

旗，运用我最喜欢的“你无我有，你有我

新，你新我巧，你巧我深”以及“你东我西，

你长我短，你写我照（照相）”的“眼尖手快

鼻子灵”的办法，把一张专业性的报纸，办

成了可读可信可亲可用的都市名报。你

们不仅有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喜看的新

消息，也有千家万户都关注的油盐柴米酱

醋茶等方面的短新闻。你们用心排版，精

编标题，用心把稿件写活，可喜可贺。

现在有些报纸，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继

承与发展方面的报道，而你们常常有整版

的专题展示。如“品读”专刊连续发表的

《中国历史的第五大发现——徽州文书》、

《新年科教礼仪文化主题特刊》，以及建安

风骨、唐宋诗文、桐城文派的简介，尤其是

你们推荐给读者的《吴敬梓——安徽第一

大文豪》，使我拜读再三，获益匪浅。

1990年7月18日，我在《人民日报》头

版头条发表的《开发皖江，呼应浦东，强化

自身，迎接辐射》的消息时，为给“皖江”之

名找出处，曾多天重读《儒林外史》，终于在

此书的第三十四回“议礼乐名流访友，备弓

旌天子招贤”中，又重新找到了可爱的“皖

江”大名。如今我们享受着“皖江”的恩惠，

怎能不感谢这位中华民族的大文豪呢！

还有一点，不少报纸不重视言论。你

们的“星眼”期期有言论问世，而且敢于讲

真话、讲实话。你们为何能在很多方面笑

领风骚呢？以愚之见，如果没有一支才华

出众的笔耕队伍，是不可能办出一张超凡

脱俗的名报的。

在《古文观止·武帝求茂材异等诏》的

开头语中写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

之人”，此话越千年，至今仍不朽。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们元

月20日T1版《影响安徽，责感天下》一文

中有自知之“鸣”：“我们承认，星报依然稚

嫩”，但“我们时刻牢记着一句名言：唯有

不成熟，方能成熟；唯有理想，方有希望之

光”。虚心使人进步，这是伟大的真理。

愿你们常有非常之才，永保非常之功！

（作者为本报常年读者，《人民日报》

安徽记者站原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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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报人说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有感于星报获大奖

张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