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葛亮

商州区卫生监督所在查
处一家无证经营的火锅店
时，偏偏碰上了商洛市卫生
监督所突击发下来的证件。
这让执法人员很尴尬，周围
的商户也议论纷纷 (《华商
报》5月2日报道)。两家执法
机关“打架”闹得好不尴尬，
这同时又凸显了卫生监督部
门内部权责不清、职能重复
的问题。

一家火锅店有没有经营
条件，市区两级卫生监督机

关竟然都有权力说了算，在
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就要
产生几个问题，商家该去找
谁办证？出了问题又该谁来
查处？谁核发的证件效力更
大一些？这些问题得不到解
决，当两家机关都争着去行
使权力时，重复执法、管理混
乱的事实就出现了。

上述的这家火锅店巧妙
地利用了这种混乱，既“挽
回”了罚款，又让重复执法、
管理混乱的卫生监督碰了一
鼻子灰。其实，不只是卫生监
督，在其他一些领域的监管

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社会的有序运行，离不

开合理的规则。在一个完整
的规则体系中，必然会涉及
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以及执行
对象。如果这个体系中除了
执行对象，剩下的都是决策
者或执行者，那这个规则肯
定要出现一些问题。

因此，对于围绕火锅店
的卫生监督机关“打架”问
题，上级部门应该有一个明
确的说法，确定市区两级卫
生监督所的职责。市区两级
卫生监督所只有一个有核发

证件的权力，另一个对这种
发证程序进行监督。一旦权
责分清楚了，商家会少犯糊
涂，卫生监督机构上下级之
间也少一些“打架”现象。

此外，还值得重视的一
个问题是，两级卫生监督机
构“打架”的背后，除了权责
不明，是否涉及到利益问题？
区卫生监督所因为原定的罚
款泡了汤而“愤慨”，市卫生
监督所则为区所乱插手而不
高兴，是不是都是钱闹腾的？
“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

理”，往往是因为站在了不同

的利益角度上来说理。对同
一个事情的处理，因为各自
的利益出发点不同，往往就
容易产生冲突。这种情况如
果发生在个人身上，大家也
就凑个热闹看看而已。但如
果政府里的执法机关为利益
而打架，我们就不能仅仅凑
热闹了。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
谋，这是对政府部门的一个
基本要求。卫生监督所作为
非营利并且拥有公共权力的
政府机关，在工作中必须以
人民的利益为考量，而不应

该以自己的部门利益为动
机。

但事实上，一些执法单
位往往对自己的部门利益放
不下。慢慢地，不少执法单位
也有了“人格”，习惯性自我
膨胀，在膨胀中让权力也变
成了“自肥”的工具。

目前，政府机构改革一
直在进行中，政府部门也在
积极地转变职能、提高效率。
但发生在商洛市的执法机关
“打架”事件提醒我们，在一
些领域仍有很大的改进空
间。

政出多门，执法机关“打架”不稀奇
一家火锅店有没有经营条件，市区两级卫生监督机构竟然都有权力说了算。两 级卫生监督机构“打架”的背后，除了权权责不明，是否

涉及到利益问题？区卫生监督所因为原定的罚款泡了汤而“愤慨”，市卫生监督所则为区所乱插手而不高兴，是不是都都是钱闹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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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可能是比较优势，
但绝对不是核心竞争力。如果
依然想依靠低工资的优势，在
产业链的低端“拼血汗”，建设
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国家就会
成为一句空话。

——— 有媒体评论指出，体
面劳动离不开合理报酬。

“五一”也应该是农民工
的“五一”。

——— 有媒体评论，农民工
为城市建设和企业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理应享受劳动者
的一切权利。

要没“韩寒”这俩字儿，销
量还不下降六七十个百分点。

———“韩寒的书店”只出
售韩寒自家的书，包括他父亲
韩仁均的《儿子韩寒》。然而，
作为经营者的韩仁均却遭到
不少非议。

爸爸说，我怎么老是觉得
还有一个小时候的你在屋子
里做作业呢。

——— 近日有个帖子，名为
《让你十秒钟内哭出来的话》，
最多回复的一句是这个。

规矩做人既是大学生的
传统形象，也是行为规范的
要求，光着身子强行闯进公
众视线之中，无疑是对规矩
的侵犯、伦理的僭越、公序良
俗的破坏，人们有理由予以
谴责。

——— 有媒体认为，个别大
学生热衷的“裸奔”是对自由
的亵渎。

只能遭受道德上的谴责。
——— 网帖爆菜农臭水坑

泡芹菜，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
中心有关人士称除谴责无他
法。

“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
深圳没有太平。”

——— 针对深圳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李铭的这句话，有媒
体评论说，不解决区域之间的
发展差距问题，实现人口在全
国各地的均衡化流动，由人口
过于集中引发的治安问题就
将必然存在。

“我觉得福荣不是想做英
雄或舍身救人，他当时只是在
现场，救人是出于人的基本反
应，一个普通的人也会这样
做。”

——— 香港义工黄福荣在
青海玉树地震中牺牲，特区政
府推荐为他追封金紫荆勋章，
建议将其遗体安葬在表扬英
勇香港市民的景仰园，却被福
荣家人拒绝。

不只是飞机堵路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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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到底应该在坛上还是在坛下
公民
讲坛

现阶段人们要认识孔子，要把“孔子热”变成常态，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把
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让他走进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

□柳 暗

近日，在孔子故乡山东
曲阜发行的“孔子彩票”因
网友质疑其“亵渎圣人”而
备受关注。更被批评为这不
过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的又一次丑陋表演罢了。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
的崛起、汉文化的复兴，最
具国学代表性的人物———
孔子也随之“热”起来：世界
各地超过300家孔子学院的

设立、各个专家对孔子的解
读、央视热播的动画片《孔
子》都在显示——— 孔子“火
了”。

那么在“火”的背后我
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视角
来看待孔子以及由孔子引
起的种种话题呢？对于这
点，近日从《百家讲坛》走
红的学者鲍鹏山，在深圳
发表的《孔子精神不是止
疼片》的演讲中给出了两
个观点：一个是“孔子彩

票”并非亵渎圣人，另一个
是“ 反 对 把 孔 子 拉 下 神
坛”，他旗帜鲜明地表示
“孔子绝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早已优入圣域”，他坦言
对于声称孔子是一个普通
人的说法绝不认同。

鲍鹏山批判当下对于
孔子心灵鸡汤式的解读
“有点过分”，但笔者认为
这样的解读对于孔子思想
在大众中的普及是非常有
帮助的。君不见，现在的论

语热、孔子热、家长对于孩
子的儒学教育的重视，不
正是与此有关吗？所以，如
果照鲍鹏山的理论发展下
去，大众得到的就可能只
是一个基督式的孔子，每
个星期去神坛前膜拜一下，
这倒的确不是“止疼片”，是
安定片。

根据《孔子》动画片的
制作方深圳崇德影视给出
的一份数据表明，在3000份
调查问卷中，有60%的青少

年看过《孔子》动画片，在与
喜羊羊、米老鼠等动画片的
比较中，8岁以上的青少年
大部分表示喜羊羊、米老鼠
太幼稚，而对于动画片里孔
子的形象有 90 %的男孩回
答“孔子很酷，是个男人”。
所以，现阶段人们要认识孔
子，要把“孔子热”变成常
态，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
是把孔子从神坛上“拉”下
来，让他走进我们生活的角
角落落。

让造假照片成过街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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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旦获奖，证书、奖金是小事，关键

是参赛者获得了职称、职务提升的资本。这在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某些人的浮躁心态，使他

们更关注外在荣誉，丧失了实事求是的意识。

□晨 风

官方媒体证实，因“用
战斗机堵路”事件被中国
网民指责迷信风水的河北
省高邑县委书记崔欣元已
被免职，并被依法终止石
家庄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资格。(5月 1日
《南方都市报》)

信“风水”，反而被“风
水”所害，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如果不是那
么信“风水”，如果不是搞
了个破飞机引发网络热
潮，崔欣元还是照常当他
的县委书记，即便是不能

升官，发财的机会估计还
是有的。现在弄到什么都
没有了。

官员迷信，并不鲜见，
但从媒体披露的官员迷信
来看，却不难发现，多是贪
官迷信，贪得越多，迷信得
越厉害，比如河北省原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
奎迷信“女大师”殷凤珍能
够“预测前程”，并与其鬼
混在一起。

身为党的干部，理应
为民服务，如果心存为民
服务意识，如果想的不是
升官发财，就不可能会有
迷信思想，但因为想的是

升官发财，因为想的是如
何腐败，自然心灵就空虚
了，自然就会迷信起来。

崔欣元之所以迷信飞
机，就是因为飞机寓意着
飞黄腾达升官发财。所以，
现在需要追问，崔欣元的
问题仅仅是用了一架破飞
机？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免职并不能掩盖一切。按照
生活的经验，按照对这件事
的逻辑分析，崔欣元需要被
调查。另外，现在一些地方
某个官员被免职，可能是一
种“保护”。还想问，崔欣元
现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
作？还会“东山再起”吗？

□新华社记者 周宁

日前，第八届中国摄影
金像奖组委会以“使用电脑
软件修改原始影像致作品失
实”为由，取消杨晓宁、欧阳
星凯两名参赛者“纪录摄影”
类的获奖资格。

随着影像后期制作技术
手段的复杂化，近年来，一系
列照片“造假门”层出不穷：
从《中国农村城市化改革第
一爆》到《青藏铁路为野生动
物开辟生命通道》，从《广场
鸽接种禽流感疫苗》到这次
的“杨欧事件”，都践踏着新
闻的真实性原则，拷问着摄
影圈的道德底线，足以引起
我们的警醒。

不可否认，当前，摄影界
的总体环境是好的。然而，先
进数字化图像编辑软件的出
现，使照片造假手段从以“摆
拍”“暗房技术”为主，转向以
“剪贴”“合成”为主，低廉的
造假成本、轻微的处罚力度，
使一些摄影者铤而走险、屡
试不爽，而假照片传播的社
会效果却恶劣至极。

把假照片的产生归咎于
技术革新显然不对，因为造假
的不是技术，而是背后操纵技
术的人，而学术浮躁与评奖机
制缺失更是难辞其咎。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当
前评价学术水平，多用“职
称”“社会头衔”“所获奖项”
考量。作品一旦获奖，证书、

奖金是小事，关键是参赛者
获得了职称、职务提升的资
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
某些人的浮躁心态，使他们
更关注外在荣誉、丧失了实
事求是的意识。

一位摄影学会负责人认
为，一些摄影大赛的评选流
程往往是参评作品经参赛单
位内部评选后，再送给评奖
机构，这就等于唯作品是评，
不问作者诚信与否；评选中
缺乏专业人士的技术鉴定，
使不少造假者“蒙混过关”，
东窗事发后，又没能及时予
以严惩，在某种程度上助长
了照片造假的歪风。

真实性是“纪录摄影”的
原则，造假不仅侵害了受众
的知情权，更严重损害了媒
体、评奖机构的公信力。

杜绝纪实照片造假，有
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可操作的
摄影评比行业规范，细化各
类赛事的评选流程，特别是
要引入数码影像技术领域的
权威专家参与照片的真伪鉴
定和复查。

此外，必须加大对造假
者和其所在单位的惩处力
度，提高造假成本。如建立
“造假者黑名单数据库”，引
入体育比赛的“兴奋剂禁赛
制”。除取消参赛或获奖资格
外，在参与摄影比赛年限、职
称评定、职务升迁等方面都
应有一定约束，让造假照片
成过街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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