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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Wwangping

“封口费”永远都是新闻界的反面教材
前往福建上杭县采访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多家媒体记者25日称，他们在采访期

间均遭遇了紫金矿业的公关。据悉，先后到上杭县采访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媒体有

20多家，但并非所有记者都有被“公关”的经历。目前尚无证据证实，是否有记者收了

“信封”未退回。（7月26日《中国青年报》）

非常道F feichangdao
现在的大学生，高考考得很好。

但一旦高考考过后，就认为自己离成

功已经不远，上了大学后就不怎么进

取了。相反，在欧美，年轻人会认为上

大学只是人生、事业的一个开始，我希

望现在的大学生要抓住大学的时光与

机会好好地读书。

——在日前的世界华人论坛上，原

籍广东的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做了“新

时期科技人才引进”的演讲，痛斥中国教

育和人才引进的弊端，同时也给出了自己

的建议。

“看完《唐山大地震》，《岁月神偷》

表示亏了，早知道应该改名叫《把英国

国旗丢进水里》。看完《唐山大地震》，

《杜拉拉升职记》表示亏了，早知道应该

改名叫《我陪在领导人身边的岁月》。”

——针对《唐山大地震》与名字颇不

相符的事实，网友这样调侃。

读报Ddubao

（7月27日 06版）

在科技这么发达的年代，居然还有

人相信“黄鳝大仙”之类的神怪。可见在

一些落后地区，不信科学信鬼神的风气

还相当盛行，要根除这些迷信现象，必须

在那些地区加强成人文化知识教育，破

除鬼神观念。

退休干部 纪伟民

碘盐的选择权属于公众
张田勘

时评

发榜F fabang
中国最美的五大草原

时事乱炖Sshishiluandun 满城尽是“黄马甲”
株洲市民得注意点素质。诸如乱穿

马路、随地吐痰等行为，不仅仅会招来别

人的鄙视，而且会使他们在经济上蒙受损

失。株洲市有1000余名市容环卫监督

员，他们在红头文件《株洲市人民政府关

于禁止乱倒垃圾乱贴乱画乱停乱放乱穿

马路等行为的通告》的指引下，身着黄马

甲，或蹲点或逡巡于株洲市的大街小巷，

逮到不法之徒，就一拥而上，让人交罚款，

号称连市长违章也不放过。

魔道武功见效虽快，但是对自身的反

噬也大。管理城市还得靠法，不能靠罚。

株洲的做法不可学，倒是可以借鉴，如何在

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同样达到想要的效果，

这是一个为政者需要时时思考的课题。

7 月 26 日上午，

卫生部公布《食品用

香料、香精使用原

则》、《食用盐碘含

量》和《食品添加剂

碘酸钾》的征求意见

稿，一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食用盐碘

含量》对食用盐中碘含量平均水平的规

定有所降低，将食盐碘强化量为20mg/kg

至60mg/kg，修改为食用盐中碘含量的平

均水平(以碘元素计)为20mg/kg至30mg/

kg。（昨日本报13版）

众所周知，大脖子病的发生只是在

中国的部分地区，例如内陆地区和山

区。而且，在人群中缺碘的只是一部分

人，例如孕妇、儿童等。即使以上世纪70

年代受到碘缺乏威胁的人群达 7.2 亿来

计算，在中国也只有约一半的人适宜于

补碘。但另外的几亿人是不应当补碘

的，更不能用强制的方法补碘。

不分地区和人群一刀切的做法固然

在一方面满足了部分人的碘需求，并且

对预防大脖子病有较好的作用，但却对

另一部分人造成了伤害，威胁着他们的

健康，这正是过犹不及的生动解释，同时

也说明对一部分人是良药的东西，对另

一部分人则是毒药。碘就是如此。

同时，中国形成现在的全民补碘状

态也有违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食盐加

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的精神。

该条例第十五条指出：“除高碘地区外，

逐步实施向全民供应碘盐。”也就是说，

高碘地区不能强制公民补碘。但为何今

日之中国，地无东西南北中，人无男女老

少幼，都要被迫吃碘盐呢？这实在是一

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当然，责任并不一定

都是在卫生部。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碘缺乏地区和

针对碘缺乏人群，在补碘上也应尊重人

的选择权。一方面是把碘缺乏的危险告

诉公众，另一方面把选择碘盐和无碘盐

的选择权交给公众，市场上不能只有碘

盐一家。强制所有人吃碘盐实质是剥夺

了公民的选择权，也是对人的不尊重。

应当看到，卫生部现在就《食用盐

碘含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减少

盐中的碘添加量，这是一种进步。但

这还不够。最好的做法是，把食用碘

盐和无碘盐的选择权交还给公众，让

市场上同时存在碘盐和无碘盐，供公

众自己选择。

“封口费”与灾难、事故等负面新闻从

来就是“一条藤上的两个瓜”，阴暗、血

腥，经不住阳光暴晒。当矿难发生，事故

责任人千方百计“捂盖子”时；当劣迹败

露，肇事单位想方设法“封杀”不利报道

时，个中往往不难看到“封口费”的重重魅

影。正因为这样，多少公共信息、事件真

相被金钱吞噬得面目全非，多少血与泪、

伤与痛被一纸“信封”伪装得严严实实。

应该说，“封口费”是一种建立在权钱

交易基础上的收买行为，它给予社会公众

的阵痛，沉重而几近麻木。“拿人钱财，替

人消灾”，当金钱诱惑、利益裹挟，与媒体

良知、社会责任发生正面交锋时，记者若

抵制不住内心的物欲，毅然决然地接过那

一份“见面礼”时，不仅仅出卖了社会赋予

新闻工作者“无冕之王”的权力，还辜负了

公众对记者“铁肩担道义”的最原始预期，

更失守了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底线。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相较于山西

繁峙矿难中收受索取现金、金元宝，以及

霍宝干河矿难中排队领钱，紫金矿业污染

事故中记者们的表现让人稍感欣慰。面

对“封口费”，他们有的严词拒绝“公关”，

有的及时给予退还，虽然不敢断定所有人

都是如此，但至少让公众看到了曾经几乎

丧失公信力的记者们抵制欲念诱惑、挽回

自身颜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在灾难

事故面前，新闻工作者排除各种压力和阻

力，扛起正义与良知的大旗，这无疑是值

得称颂的。

不过，欣慰过后依然难掩焦虑。记者

拒绝“封口费”是职责使然，本理所当然，

如今却成为新闻，受人称道。这何尝又不

是对几乎泛滥成灾的“封口费”问题的一

种讽刺呢？环顾现实，不难发现，我们处

于一个媒体整体环境仍然极为尴尬的时

代，媒体责任、记者道德，随时随地都可能

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拷问。这不是源于人

们对媒体力量缺乏信仰，而是因为太多的

污点让整个新闻界蒙羞。

“封口费”就是这样一个抹不去、擦不

掉的污点，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并成为警示社会、告诫后人的一本反面教

材，无论何时何地拿出来，都带着羞耻性

和沉重感。 周欢

点评：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

很多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风光却无限

美丽。

发榜机构：《中国国家地理》

1 呼伦贝尔草原（内蒙古）

呼伦贝尔草原之所以声名远扬，原因有

三，一是草原曾出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二是草场质量极好，割下来的草远销东

南亚，三是盛产体格高大壮健的三河马

和三河牛。

2 伊犁草原 (新疆)

无论是声名在外的那拉提草原，还是后

起之秀的唐不拉草原，抑或是传统的牧

场巩乃斯草原，伊犁草原均展现出超然

绝美的气质与外表。

3 锡林郭勒草原 (内蒙古)

锡林郭勒草原是我国境内最有代表性的

丛生禾草枣根茎禾草（针茅、羊草）温性真

草原，也是欧亚大陆草原区亚洲东部草原

亚区保存比较完整的原生草原部分。

4 川西高寒草原 (四川)

川西高原上群山争雄、江河奔流，长江的

源头及主要支流在这里孕育古老与神秘

的文明，大渡河、雅砻江和金沙江带着雪

山草地的气息由北向南流淌。

5 那曲高寒草原 (西藏)

那曲高寒草原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那曲

草原，以辽阔、高寒著称。虽然自然条件

严酷,但因人口稀少,人为干扰弱,自然面

貌保存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