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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不应只靠情妇
在雷政富被免职一周之后， 又一位

官员被女人“拖下水”：

１１

月
３０

日，山东
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因为一纸“离婚
承诺书”，被山东省纪委立案调查。 虽然
调查结果还没有出炉，但是初步查明“情
况属实”。

两个身居高位的官员， 连续被女人
拉下马。 他们并不缺乏前车之鉴： 远有
“五毒书记”张二江，近有“日记局长”韩
峰。 遗憾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欲、色欲总
是压倒理智，党性挂在嘴上，女性放在心
里。在作风问题背后，往往隐藏着贪腐问
题。我们不敢妄自猜测，这些官员的情妇
是为了什么才和他们在一起。 或许是因
为他们长得确实够帅， 或许是因为他们
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但也少不了金钱的
原因。 中纪委曾公布过一个数据：

９５％

的
问题官员有“二奶”或者情妇。 虽然不能
由此断定有情妇的官员绝对是贪官，但
是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曾有网友调侃：“家中失窃、 日记丢
失、二奶翻脸”已经成为反腐三大利器。

现如今，而情妇反腐与网络反腐相结合，

更是威力倍增。 网络教会了官员们写微
博， 也教会了情妇发艳照、 炫富和贴证
据。贪官们小心翼翼维护的清廉形象，一
不小心就被情妇给轻而易举打破。

贪官因为情妇而落马， 让人高兴之
余，也难免让人感叹：这些官员们贪腐也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为什么非要等情
妇站出来或者被人发现， 才发现官员的
问题？我们期待更加有力的反腐行动，及
时发现官员的贪腐问题； 我们更期待更
加完善的制度设计，避免官员误入歧途。

（陈灏）

新闻：近日有网友发现，在温州市住建委官
方网站上的《

2012

年行政处罚结果公开表》里，所
有被处罚的单位名称都用“

××

”替代了。温州市住
建委政策法规处解释称，根据市里的规定，这样
做的目的是出于对被处罚对象隐私权的保护。

（

11

月
30

日《燕赵都市报》）

企业违反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作出处罚的政
府部门予以公布，对于同行业内的企业是一种警
示， 对于该企业有关联的机构和用户是一种提
醒，认识其面目，还便于社会监督。 从企业这种社
会相关性来说， 不仅要标示被处罚企业名称，还
应注明处罚事由，在公共利益面前没有什么好隐
晦的。 说到隐私权，其实，在法律上并无法人隐私
权一说，这种人格权对应的只是自然人。

处罚对象“被隐名”， 相关企业当然大大欢
迎， 因为名称曝光对企业发展“会带来负面影
响”，不点名“压力小许多”。 发展事大，企业的“发
展”受影响，在地方政府眼里非同小可，保护违规
企业的隐私权，不过是为尊者讳，一个保护企业
的漂亮说辞而已。 （李建华）

区分媒体底线上和下的问题

近日，江苏教育电视台一档竞猜节目引起广泛关注，节目相关
内容被曝光后，迅速引起各方诟病。国家广电总局针对此事，作出停
播整顿江苏教育电视台的决定。

这不是广电总局第一次对不符合一定价值导向的电视节目开
出“罚单”，不同于过去一些争议性处罚的是，本次决定有着较为普
遍的“民意基础”，人们认为，江苏教育电视台受到这样的处罚并不
冤枉。

不少网友们认为，江苏教育电视台作为教育台，制作播出的节目
不但与教育的基本理念相悖，甚至不惜践踏基本的道德底线，妄图以
粗俗吸引眼球，这种做法必须严惩。而广电总局的停播决定，与大部分
民众的认知吻合，在这个层面上，获得民众的支持自不意外。 然而，跳
出这一事件，民众和管理单位对媒体的要求、媒体自身操守、媒体行业
规范、媒体与社会的关系，都可以引起一些更深的思考。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媒体是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媒体面对的是社会，这种媒体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意味着在大
部分时间以监督者姿态出现的媒体，不能自外于社会监督体系。 以
收视率、商业效益等行业“生存法则”为指向，冲击或突破社会基本

认知的行为，无疑会受到社会大众的评判。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无视
媒体责任、职业操守的节目，还能够在一个社会存在发展下去。

法律的强制性手段，相关的行业标准，媒体守则，都构成对媒体
的约束。而其核心，就在公共媒体传播的底线。如果是新闻产品，客
观、真实、公正就是底线，如果是非新闻产品，对社会公德要有所担
当，你不能把血腥、暴力、色情拿到公共媒体里放给大众看，你不能
把媒体变成一个骂街、泼妇、打架的场合，媒体在文字、图像、声音等
各种表达上都面临伦理问题、道德问题、法律问题，这就是底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对媒体的约束和规范主要是看
住底线，这是红线，是雷区，媒体不能碰。底线之上的问题，由于关乎
媒体的自由度、创造力，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精神文化活动的
活力，应有更大的包容度。

媒体自身的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必讳言，

但媒体也处在各种各样不必要的压力环境之中，这些差别，共同构
成了媒体的真实写照。一个背离操守的媒体，无法让人接受，一个在
底线之上的媒体，如果头脑里还不得不装着各种各样的界限，害怕、

忌讳，这也很难说是好的景象。 （付小为）

为子女买房，父母不该如此“伟大”

11

月
28

日，新疆玛纳斯的张先生背着两大包钱，到乌鲁木齐
市一家售楼中心买房，其中

15

万元的首付款中有
8

万元是零钱。张
先生介绍他们是农场开小商店的，存了

4

年钱，还借了
7

万元，凑够
了给儿子付首付的钱。 （

11

月
30

日人民网）

看到张氏夫妇的举动，售楼处工作人员也受到感染，连称“父母
为儿子买房不容易”、“父母真的很伟大”。不过，恕我直言，父母不应
这么做，这样的“伟大”父母，不做也罢。

父母之爱，体现在哺育孩子健康成长，能让孩子依靠自己承受
压力、解决生计，并站立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之上经历风雨。张氏夫妇
的儿子已经读完大学并就业， 而且他想靠自己买房不支持父母代
劳。由此可见，孩子已经有了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剩下的就是靠着
个人的不断奋斗，挣自己的美好生活。 这时候父母拿出千辛万苦攒
下来的钱为孩子买房，实在超出了父母之爱的范围，等于“替”孩子
生活、“替”孩子努力。

父母之爱，理当适可而止。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父母
总是父爱母爱“泛滥”，看不得孩子吃苦，为子女定人生目标，为
子女选学校，为子女择专业，为子女谋职业，为子女买房子，为子
女找对象……把孩子的人生当作自己的人生， 把孩子的生活视为

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一切以爱的名义进行，但这已经不再是爱，而是
干预，干预下一代的人生选择和独立人格。

没错，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一个尴尬的时代，工作压力大、就业
难，工资水平低、房价高。但这不能成为父母干预子女的理由。改变
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最好的办法是让年轻人发声，致力于建设公
平合理的社会。这是年轻人走向社会之后的责任所在。如果社会缺
陷的沟壑还需要父母积攒的零钱去填平，年轻人还能感受到自我奋
斗的幸福吗？还能感受到社会不公的痛感吗？还能感受到改造社会
的责任吗？ 恐怕很难，最终产生的可能只是“啃老族”，遇到什么问
题，等父母、靠父母、要父母去解决。

中国的父母通常把孩子的生命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他们认为
自己有责任、也必须安排子女的生活。即便子女是一个

30

岁的好吃
懒做的人，中国父母首先想到的是替他（她）承担一切，而不是鼓励
他（她）去接受挑战创造生活。

像张氏夫妇那样帮孩子买房的“伟大”之爱当休矣，把孩子的生
活交给孩子去过吧，把孩子该经历的统统加到孩子头上吧。在

21

世
纪，中国的父母需要梳理与孩子的拧巴关系，重新思考该如何做父
母。 （张永炳）

消除歧视从“词”开始
12

月
3

日是“国际残疾人”日，许多
残疾朋友希望“残疾人” 的称谓能改成
“残障人”，以此得到公民的平等与尊重。

虽然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与时俱进地收
录了“残障”一词，可“残废”依然牛皮癣
般顽固地存在着。 如第

124

页“残废”释
义为“有残疾的人”；第

475

页“拐子”释
义为“腿脚瘸的人”； 还有“聋子”、“瘸
子”、“瘫子”、“瞎子”……随手一翻，触目
惊心！对残疾人的观念如此陈旧，竟难以
看到社会之变迁， 几乎可以说落后了时
代

20

年。

对残疾人的态度如何， 体现了一个
社会的文明程度。

1988

年，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成立；

1990

年，《中国残疾人保障
法》正式颁布。 之前，就连因公伤残的革
命军人都叫“残废军人”，这可属于严格
的法律概念。 近些年， 曾经司空见惯的
“残废”一词，渐渐淡出，很少使用，这是
残疾人事业的进步， 但歧视残疾人的现
象仍时有发生。在公众场合，“瘸子”、“聋
子”、“瞎子”不时出现在某些社会名流的
口中。

由于重残在身，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
你们残疾人过于敏感，吹毛求疵。其实不
然，“残废”等词看似客观，实则属于历史
糟粕，是一种严重的偏见。因残而废的推
导是站不住脚的，霍金很“残”，可他丝毫
未“废”。

《现汉》是中国第一部权威的现代汉
语规范型词典， 是国内现代各类汉语词
典的母典， 对公众特别是对求知中的青
少年的思想成长影响巨大， 而那些“词
语”在《现汉》的“合法化”还会成为广大
师生的标准答案， 以至在客观上造成对
残疾人歧视的根深蒂固以及一种集体无
意识。

因此，就词典面言，《现汉》急需“补
课”，补上消除歧视、以人为本这一课。当
然， 笔者并非想将该词典中的上述词语
简单粗暴地一删了之。像在网上的“维基
百科”中搜索“残废”一词时，就会自动地
重新定向、跳转，显示出更科学、更权威
的“身心障碍”一词。 而《现汉》则可在进
一步修订时，从善如流，在“残废”等词的
释义后，标注“本词含有轻蔑的意味，表
现了对残疾人的不尊重和歧视， 不宜这
样称呼残疾人”。 诸如此类，做到真正客
观，并真正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不仅反映
社会的文明进步， 而且还引领社会进
步。 （欧阳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复兴之路

11

月
29

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国家博物馆，集体观看
了《复兴之路》陈列展。 习近平同志在观看展览时强调，道路决定命
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不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

道路决定命运。走什么样的道路，关乎党的兴亡成败，关乎中华
民族的前途命运。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
路”，十八大报告中的这番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习近平同志再次
强调“找到一条正确道路不容易，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彰显了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道路问题上的清醒与坚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人的夙愿，多少仁
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挥热血，多少中华儿女为之矢志不渝、不懈奋
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承载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想、

共同的期盼。无数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要实现这一梦想，必须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幸福之
路。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中国
人民备受欺辱，无数的仁人志士奋起抗争、救亡图存，怀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苦苦追寻，然而却一次一次以失败告终。 在中华民族最
危难时候，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
成繁荣强盛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越来越光明。

回首过去“雄关漫道真如铁”，立足当下“人间正道是沧桑”，展
望未来“乘风破浪会有时”。 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 （闫华）

企业“隐私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