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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违法黑幕何必等到3·15？ 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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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3·15 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了，今

年消费者又将看到

一个怎样的 3·15 晚

会？央视3·15晚会总导演透露，今年3·
15晚会将采用以“全产业链”追踪调查的

方式曝光违法黑幕，目标仍将对准那些

大企业。（2月22日《现代快报》）

每年3·15，总会掀起一阵维权热潮：

政府部门销毁伪劣产品、媒体曝光企业

黑幕、业内人士现身说法、消费者痛诉维

权之艰，共同营造出一派轰轰烈烈的图

景。尤其是媒体，一进三月铺天盖地都

是3·15话题的版面、栏目。诚然，在消费

者权益虚无化的语境中，大范围、多领域

关注 3·15 话题非常之必要，但若将如此

沉重的命题晚会化，则不啻为消费者权

益之殇。

“采用以全产业链追踪调查的方式

曝光违法黑幕”，根据央视胸有成竹的气

度，可以揣测到诸多不言而喻的背景：一

则这些“违法黑幕”势必性质恶劣、涉及

面宽、影响深刻，今年的晚会一定料猛味

足；二则黑幕已经被调查清楚，掌握详

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3·15到来

把这些“包袱”抖出去，定能取得出其不

意的效果，令公众拍手称快，令违法者心

惊胆战。

只是，既然这些黑幕已经被调查、被

了解，为什么不马上将其曝光，非要等到

3·15晚会呢？难道违法者忽然良心发现

或者与媒体达成默契，在 3·15 以前这段

日子里风平浪静、河清海晏？抑或没被

调查到的违法企业畏惧相关部门和央视

的大名，闻听将遭曝光以致惊骇不已鸣

锣收兵？恐怕这只是公众一厢情愿的期

望罢了，违法者视法律尚如浮云，何况一

台晚会？

黑幕被揭露前，违法者尚在违法，消

费者有的还蒙在鼓里不明就里；有的上

了当、受了骗、挨了欺负却哭告无门。而

业已手握真相的人，却在淡定地等待一

台晚会的到来——这是怎样一幅吊诡的

图景？

再说句题外话，各地的 3·15 晚会越

来越“春晚化”了——规模、声势越来越

大，曝光的问题越来越多，参与的专家

越来越权威，执法的部门层次也越来越

高，画面感越来越有张艺谋的艺术风

格。与之对应的是，民众的期许越来越

殷切，晚会过后留给大家的记忆却越来

越模糊。一如春晚上的新春钟声，盼着

盼着，倒计时的那一刻也确实很激动，

可是烟花绚烂过后不过是一缕轻烟。

不是吗？谁还说得出去年 3·15 晚会上

的情节呢？

“早年的时候我练字，有些是人

家让写什么内容就写了。但是这幅

字我真的不知道，也想不起来了。”

——余秋雨本人对归真堂题词

事件显得非常困惑：“我不了解这件

事，完全不知道。”对于“百般熊姿，

一派人道”这几个字，他思索良久，

随后表示。

“比如，某位群众反映情况结束

时已是中午时分，我们都会邀请他

一起用餐，不用交饭钱，这不是多增

加一双碗筷的问题，重要的是拉近

了群众和干部的距离。”

——贵州省麻江县纪委利用机

关院坝的空地办起了食堂，除了解

决本单位干部职工用餐问题，还用

于接待上级领导。麻江县纪委副书

记戴济中说，为更好推动工作，“廉

政食堂”推出了比较人性化的管理

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食堂

对上访者开放。

“我们为什么要给你们媒体回

复？你们能代表畅通办，还是代表

政府职能部门？”

——郑州市为加强交通管理工

作，提升城市品位，助推中原经济区

郑州都市区建设，媒体与政府单位

畅通办、公安局、监察局等部门联合

开设曝光台，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予以曝光。在对河南省某部门一辆

本田雅阁轿车抓拍并曝光后，记者

去电想进一步核实并得到回复，而

该相关人员质疑记者。

目前，湖北省去年底开展的“万名干

部进万村挖万塘”（简称“三万”活动）已经

进入尾声。而湖北省水利厅针对该活动

曾发布文件，对塘堰整治立碑的规格、内

容都作出统一要求，由此引发社会争议。

（2月22日《南方日报》）

有句话叫，人生若只如初见。如果单

纯看湖北省开始的活动，整治塘堰 20 万口

以上，让每个村民小组都有一口当家塘堰，

以此带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的建设，给人

的最初印象的确不错，是一项民心工程。

但是，现实总是让我们猜到开头，却猜不到

结尾，好好挖池塘吧，不想却整出了个“立

碑”的大戏。对此，很多网友表达了质疑，

这项活动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因挖塘而

立碑，还是为立碑而挖塘？

可以说，立碑的做法将好好的民心

工程搞成了政绩工程，而看一下新闻，发

现网友的质疑并非没有根据。湖北省的

这个“三万”活动是从去年 12 月 5 日开始

的，当时将活动定为三个月，但在该活动

开展仅仅数日之后，湖北省水利厅就发

文对塘堰整治立碑作出统一要求，并在

去年 12 月 21 日又发文，对碑文内容进行

调整。从这段新闻来看，真是活动还没

做好 ，立碑就开始筹备了，甚至对此两

次下文，其功利之心甚至让笔者感到不

好意思再去戏谑了。

对此，相关方面说，立碑是老百姓的呼

声。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算

有呼声能否代表全省的声音？如果，某个

地方老百姓的确有这样的意图，那可以立

碑，但为何将其推广到全省呢？而且还统

一了规格和内容，这不仅让老百姓的真心

话没了表达的机会，更浪费了大量的金钱，

如果 20 万口塘堰都立碑的话，就算按照官

方的说法每座只需“300 元至 400 元”，那总

的费用加起来竟然达到数千万元，这种不

必要的浪费有必要吗？

有一句话叫，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

口碑，而刻“功德碑”本身更是封建的陋习，

是与我们党的主张所违背的，湖北省水利

厅的做法无疑折射了其背后的功利心，退

一步讲，就算其无功利心，但这种没有尺度

的做法，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备注栏”真真假假 “讨官符”实实在在

因挖塘而立碑，还是为立碑而挖塘？

时评
shipingS

近日，网传湖南涟源市经济开发区公

开选调工作人员的考生成绩表，成绩表备

注一栏有“市领导打招呼”、“家景好”等字

眼。涟源市人事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消息

是落榜考生杜撰发泄所为，此次选聘严格

按照公开选调程序完成，不存在关系户、

金钱户一说。（2月22日《新京报》）

《红楼梦》第四回说贾雨村就任应天

府府尹，接了薛蟠打死人的案子。门子递

给他一份当地的“护官符”。说是如今做

地方官的人都有这样一份名单，上书本地

豪门大户的姓名、官爵，人称“护官符”。

倘若不知，不小心触犯了这里面的人家,自

家的官帽子就保不住了。

曹雪芹描写的“护官符”虽然是小说

家言，但在现实中却阴魂不散，变种犹

存。而新闻中的备注，就是护官符的一个

变种。因为是某某官员的亲戚，因为某某

家景好就能杀出重围，讨得一个事业编制

身份，由此应该叫做“讨官符”。

到底有没有“讨官符”的存在，公众不需

要一个侧面回应，而需要一个正面回应。只

需要公开一下被录取者的身份，那么既能谣

言止于智者，又能真相大白于天下。

应该看到，新闻事件的结果虽然很重

要，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这

个事业编制身份为什么如此惹人眼红，以

至于上演了一出机关与个人的攻防大

战。笔者以为问题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

实依据。

从学而优则仕，到学成文武艺货与帝

王家，再到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直至

而今无论什么专业都去参加公考，以至于

荒废了十几年学习的专业知识。荒诞的

景象下凸显权力通吃的魅影。

而某些地方的事业编制异化为公务

员的前奏。公务员录取越来越规范公正，

让一些人难以上下其手，那么就去考一个

事业编制的岗位吧。即便不能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但至少是一份铁打的庄稼。因

而事业编制成为某些权力掌握者权力寻

租、违规用人的腐败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