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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雨

6月13日，在国务院食

品安全办和卫生部共同

主办的“科学认识食品添

加剂”座谈会上，卫生部

新闻宣传中心毛群安主

任说，为了打击或者遏制一些极个别媒体

有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要

加强传播的监控，我们把这个情况要向新

闻媒体宣传，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我们

也将建立黑名单。（6月14日《羊城晚报》）

根据卫生部官员的思维演绎，要摆脱

社会对食品添加剂的信任危机，就要防止

错误信息“误导公众”，于是，就冒出了为

“不良记者”建立“黑名单”的创意。

但把食品添加剂失信于民的板子打

在媒体记者身上，似乎有本末倒置之嫌。

卫生部官员如果不是有意淡化自己监管

缺位、引导不力的责任，那就是对新闻媒

体的地位和作用缺乏“科学认识”，也是在

公开地“误导人民”。

媒体记者是受人民委托观察和监督

社会的信息媒介，他们的职责就是向人民

披露事实真相。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把观

察和捕捉到的信息向社会如实报道，如果

存在与事实有某些出入的情况，可由有关

部门和专家出面澄清，比如，可以燃烧的

面条、“化学火锅”等。什么叫“不良信

息”、“错误信息”，必须要实事求是地界

定。

对记者的报道苛求完美无瑕，其实质

是对舆论监督的反感与刁难。如何客观

公正地对待舆论的负面报道，考验着每个

政府部门和官员笑纳监督的诚意。对此，

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一番话颇

显公允：“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

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不能要求他每句

话都说得对。只要（媒体监督）有事实依

据，就要高度重视”。

当然，在物欲横流的时下，我们也不

否认确有一些被金钱收买的记者，利用职

业便利为不当竞争张目。对于确实造成

严重不良后果的恶意报道，有关方面的正

确做法应该有三。其一是及时向社会公

布事实真相，消除错误报道带来的负面影

响；其二是向记者的“娘家”反映，由新闻

出版部门出面对其实施处罚；其三是通过

法律渠道维权。这些都远比建什么“记者

黑名单”奏效。

张玉胜

建“记者黑名单”实质是拒绝舆论监督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摸金校尉
“孩子觉得学习如同一场交易，书是

为父母读的，钱是爹妈该花的，这无疑是

一种角色错位。”

——尽管高考成绩还未发榜，但不少

家长已陆续送出“犒劳礼”，全套苹果数码

产品也出现在礼单上，网民由此发出感

慨。

“哪个狗日的污蔑我？再骂，我灭了

你……”

——近日，一自称是工商执法人员的

发帖人声称，自己到卫生局反映医患纠纷

时，菏泽市卫生局副局长冯峰竟与他对

骂，并称要“灭了他”。

管理者热衷于“连坐”
难道不怕违法？

报载，记者从武汉市江汉区获悉，区财

政局和各科室责任人签订《计算机安全承

诺书》，一人因违规使用电脑，全科室“连

坐”，每人扣除一个月的年度绩效目标奖

金。这是武汉掀起的治庸风暴中，迄今为

止政府部门最严格的自罚举措。（6月14日

《珠江晚报》）

机关出现了“庸懒散”的工作人员，只

能说明管理没到位。由是呼唤对治庸出

“重典”，督促部门内部相互督查，增加违规

成本，这种心情可以理解。问题是，“连坐

制”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它吞噬的是公民平

等的权利，损失的是法律的公平与公正，与

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

可怕的是，管理者热衷于“连坐”早已

令人审丑疲劳。“连坐制”似乎成了“香饽

饽”，那么为什么管理者热衷于推行“连坐

制”？其背后表现出来的是管理工作方式

僵化、单一和落后；凸现出来的是浮躁作

风；折射出来的是“懒政思维”；流露出来的

是人治思想；自然不符合依法行政、执法为

民的原则精神，从而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

官员的法律意识薄弱、民生观念淡漠。毕

竟，甲上班炒股、玩游戏，与乙何干？这岂

不是明显侵权，法律会答应吗？

治庸用“重典”必须是建立在有法可

依、不侵犯人权、不违背基本社会道德的基

础上；否则，其合理性、合法性都会令人质

疑。毕竟，法律不能“赏善罚奸”，反而“一

家犯法，十户连坐”，这实则是放纵了“坏

人”，冤枉了“好人”；更可怕的是，剥夺了无

辜者的基本人权。 易左吕

江苏句容农民潘某通过看央视“鉴宝”

栏目，“自学成才”，遂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挖

古墓。由于盗技不精，挖到些坛坛罐罐只

能换条烟。今年开始，潘某在南京上峰镇

盗墓，只挖到两面铜镜，还被他不小心摔碎

了，只挣了600块钱。后潘某被公安机关

抓获。经文物部门鉴定，潘某在南京盗掘

的墓属东汉时期，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据13日《扬子晚报》）

据“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揭发，曹操

为了搞钱，设置了“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

尉”，专门盗掘坟墓，曹操是否真的这么干

了，史家未有定论，但此后，盗墓贼就有了

一个雅称“摸金校尉”。南京这位“摸金校

尉”，没摸到金，但起码摸到了金属———

一副镣铐。 文/小强 图/春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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