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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魏英杰

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沦丧有
害于新闻监督职责的履行，但不
能说，有人违反职业操守，就该
废掉新闻媒体行使监督的职
责。所以，呼吁加强媒体自律，
目的应在于提高新闻监督水平，
而不是相反。

连日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
被长沙警方刑拘一案，引起社会
高度关注。与此案相关的舆论
反应，也随着案情变化而跌宕起
伏，颇为罕见。

到目前为止，此案事实仍不
完全明朗。哪怕是陈永洲本人
上央视“现身说法”，也只是嫌疑
人的供述，尚未构成法律意义上
的完整证据链。因此，针对案件
本身的议论，难免陷入拼贴案情
或预设立场的误区。于众说纷
纭中，值得引起关注的，不仅有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思考，也有些
人基于目前披露的信息，对媒体
从业人员大加贬斥，乃至否认新
闻舆论监督的价值。

这一状况令人深感担忧。
以个人否定全体，以个案抹杀真
实，这是显而易见的观念性错
误，本不值得一驳。但在当前语
境下，实有必要重申常识，厘清
正谬。

这里想要重申的常识是，无
论陈永洲案今后走向如何，都只
是一起个案。这起案件，不是妖
魔化新闻监督功能的理由。哪
怕最终法律认定陈永洲乃至他
所供职的单位有问题，这首先涉
及新闻道德，而与新闻监督是两
码事。就算涉案人员构成违法，
受到司法审判与法律惩罚，这也
不能推导出新闻监督功能丧失
的结论。

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
非常重要，这既涉及个人操行，
也关系到所在单位乃至于整个
新闻行业的形象。因此，对于职
业道德与行业规范，无论怎么强
调都不为过。但要认识到，新闻
道德是一种行业自律，舆论监督
是新闻单位的天职，二者不可混
为一谈。可以说，新闻从业人员
道德沦丧有害于新闻监督职责
的履行，理应谴责，但不能说，有
人违反职业操守，就该废掉新闻

媒体行使监督的职责。
事实上，每年报章上都会出

现“年度十大假新闻”的评选消
息，个别媒体人员因不守职业道
德或涉及违法犯罪而受到处理、
惩罚，也是时有所闻。这对每一
行业来讲，都是正常现象，同时
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倘若把
个案无限放大，无论哪个行业恐
怕都会被人指为“贵圈真乱”。
所以，呼吁加强媒体自律，目的
应在于提高新闻监督水平，而不
是相反。

有人打过一个形象比喻：一
旦媒体没有了监督权，社会就像
一辆夜间行驶的车辆，而车灯则
被蒙上。新闻监督职责的重要
性，于此可见。新闻队伍里出现
害群之马，当然应该谴责，但这
并不是抹黑新闻媒体的理由，更
不该是抹杀新闻监督职责的理
据。

对于陈永洲一案，有必要冷
静对待事件本身，还要客观看待
媒体自律与新闻监督之间关
系。这样才不会被一时的表象
牵着鼻子走。

坚守常识，才能处变不惊，
守住底线。

客观看媒体自律与新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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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日前浙江温岭市
第一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患者刺伤医
生案件，3名医生在门诊为病人看病
时被一名男子捅伤，其中耳鼻咽喉
科主任医师王某某因抢救无效死
亡，另外2人还在抢救中。据初步调
查，犯罪嫌疑人连某某，此前为该院
患者，对其之前在该院的鼻内镜下
鼻腔微创手术结果持有异议。类似
的医生被殴打甚至被杀害的恶性事
件，近些年来时有发生。就在前几
天，广州广医二院的三名医生遭到
死者家属的无理殴打致重伤。而在
全国来看，仅2012年，就有7名医护
人员在医患纠纷中不幸遇害。

医生和患者关系天然地是一种
不平衡的关系。医生掌握有专业知
识，这种专业知识上的优势，使得医
生相对于患者而言，能够掌握绝对
的话语权。但这种绝对的权威性与
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又形成强烈的
反差。现代医疗技术还不足以百分
之百地保证治愈疾病。这样的反差，
容易令患者的心理失衡，尤其是在
治疗效果与患者心理预期有距离的
时候，从而导致矛盾的发生。

但为什么这个矛盾近年来变得
如此激烈，动辄就上升为激烈冲突，
上升为暴力行为，甚至要以生命为
代价呢？在这个问题上，舆论似乎已
经习惯指责医生和医院。但矛盾始
终是双方的。如果一味地单方面地
指责医疗机构，而不去检讨另一个
方面的问题，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从医疗机构的角度分析，许多

人相信，医患矛盾日趋尖锐，主要是
由现在不合理的医疗体制造成的。
而医疗机构和医生，是这个体制的
受益者。患者，在很多情况下，则成
为利益受损的一方。这是医患矛盾
尖锐的主要原因。

我们还应该从患者的角度反
思。我们可以指责现在的医疗体制
是“有问题的”，但绝不能扩大到任
意一个个案中。如果患者对医生持

“有罪推定”的心态走进医院，接受
治疗，那么纠纷的种子就已经埋下。
又或者，出现了医疗纠纷，不管责任
在不在医院，患者不分青红皂白地
闹一闹，就能得到或多或少的补偿，
而且还能得到舆论的支持，那么是
不是助长了崇尚暴力而不信任规则
的风气呢？

温岭和广州的这两起医患冲突
性质又更加严重。大多数的医患冲
突，作为患者方来讲，主要是想要个
说法，或者谋求赔偿，总之是想解决
问题。但温州和广州的两个案例，患
者方似乎没有解决问题的诉求，纯
粹是出于泄愤、报复，采用了最野蛮
的方式，暴力袭击医生，直至取人性
命。虽然这是非典型的医患冲突，但
是不是与“典型的”医患冲突中“有
罪推定”以及“无理也要闹三分”的
心态有关呢？

我们希望正在进行的和将要进
行的医疗改革，能最大限度改变患
者弱势的地位。但这种改善，是要促
使医患双方实现平等的地位。一旦
有医患纠纷发生，无论处理机制上，
还是舆论上，能够公平地对待医患
双方，而不是矫枉过正。否则，医生
被打、被杀的惨剧还会大面积发生，
这不仅会让医者惨痛彷徨不敢前
行，也绝非全社会所有患者之福。

医生频遇暴力，祸起“有罪推定”

奚旭初

去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富
豪相亲海选，实际上不过是一家非
法组织为了牟利而开展的闹剧，该
活动并没有所谓身价过亿的100
位单身富豪，签订合同的男性会员
只有6位，大多是中小规模的民营
企业家，而那些梦想嫁入豪门的相
亲女性成了该组织精心设计的一
个诱饵以及供人把玩的工具。不
是为了富豪找美女，而是有人利用
美女“钓”富豪。（《信息时报》10月
26日）

富豪是假的，相亲是假的，都
是子虚乌有，不过是这家机构为了
赚钱而策划的骗局，但是也有真
的。比如海选现场一幕幕入围竞
争就是真的，第一关是整形专家，
专门查验美女们是否经过整容；第
二关命相大师，把关是否有旺夫
相，甚至还用上了测谎仪。美女们
一圈走下来，包括身材三围、情感

经历等个人隐私统统暴露。
当那些梦想着嫁入豪门的女

孩子在所谓专家、大师面前放下尊
严、尽力表现自己、任人品评，待价
而沽的时候，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只
是别人为了赚钱而精心设计的一
个诱饵以及供人把玩的道具。一
场场富豪海选相亲闹剧在愚弄了
那些追逐财富梦想女性的同时，也
践踏了公序良俗。

骗子当然可恶可恨，但那些女
子也有咎由自取之嫌。骗子其实
是颇有一点眼力的，看清了一些女
子方寸之间，藏着拜金二字，于是
专门以富豪作饵，对拜金下钩。财
迷了心窍，脑子、眼神就都不会好
使，上当受骗也就在所难免，这
正是假富豪相亲后面的真背景。
想“嫁得好”不是坏事。但倘若
不问人品，只要有钱就行，谁有
钱嫁谁，即使不是陷阱，也成了

“爱情的坟墓”。揭露骗局，不是
难事——现在这个婚介机构不是
被曝光了么？但是要彻底铲除骗
子赖以行骗的背景，恐怕就不是
那么简单了。

相亲骗局

微言大义

百姓说话

李世远

据媒体报道，新一轮高考改
革的方向基本确定，万众期待的
高考改革方案不久将会面世。而
各地高考改革剑指英语，尽管众
说纷纭，但高考英语改革已成定
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必将产
生深远影响。但改革并非否认英
语教学及其重要性，只是根据当
前的国情、世情而作出的一种调
整性的措施，让遇冷的汉语母语
和持续了二三十年的英语热都
回归本位。

高考英语究竟如何改革？主
要方向大概有三：一、不再考英
语，英语考试将在江苏退出高考
舞台；二、保留英语考试且分值
不变，调整考试题型，山东将取
消英语听力测试；三、降低英语
分值，北京将自 2015 年英语考
试总分由150分调低至100分。

为什么各地高考改革都将
英语作为重点？有人认为，英语
只是一种交流工具，学会后受益
匪浅；但难度大，耗时多，提高很
不容易；许多学生学英语就是为
了高考，但不少人因为英语难过

关而耽误一生；许许多多人可能
一辈子都不会用到英语，因而没
有必要全民下大力气学习。让那
些出国深造或对英语有兴趣的
人，学有所得学有所成也就够
了。因此，降低高考英语分值或
取消高考英语听力测试都是非
常合理的。

也有人认为，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的热播，点燃了国人对母语

“久违”的热情。许多人提笔忘
字、书写能力退化，引起人们对
汉语教育的反思。汉语“低落”，
而“英语热”却持久不衰，很不正
常。据调查显示：65%以上的大
学生将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用
在了外语的学习上。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学习。再
者，近些年全球的“汉语热”不断
升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
界有109个国家，3000多所高等
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国人对母
语所表现出的冷漠与之极不相
称。通过高考英语改革，平衡持
续的英语热和汉语冷，这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情了。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英语还
属新鲜学科，在高考中也只是点
缀。1977 年恢复高考，英语考试
比重仅占 10%；1983 年，英语才
100% 计 入 考 试 成 绩 ……1992

年，英语从一个必考科目升为高
考三大主课之一。在这三十多年
时间里，学习英语成了影响学生
命运前途的重要因素。目前英语
高端人才尽管还缺乏，但作为一
般实用性人才已经有了雄厚的
积累，及时改革，顺理成章。

高考英语改革，有助于改变
当前重视英语教学，忽视母语教
学的现状，与全球的“汉语热”是
相适应的。高考英语改革，可打
破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给学生
更多自由选择。学生对学英语
的需求是在不断增加的，越来越
多的学生选择出国深造，这样更
可激发他们学英语的兴趣和积
极性。因而，不用担心学生会放
松英语学习，英语教学质量也不
会降低。高考英语改革，并非否
定英语的重要性。全球有近 4
亿人以英语为母语，有约8亿人
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
言。全世界50%至60%的报刊杂
志用英语出版；60%以上的广播
节目是用英语播送；70%以上的
邮件用英语书写或用英语写信
封地址；85%的科技资料用英语
发表。我们深知，认识世界，了
解世界，与国际接轨，离不开英
语，高考英语改革对此不会造成
影响。

高考英语改革合民情顺民意

@连海平：取消大部分行政
事业性收费，对规范行政行为、
建设廉洁政府亦有重大意义。
政府部门由纳税人的钱供养，旨
在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而大量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使得一些行
政部门成了“商人”。以经济利
益作为公共服务部门的价值导
向，必然降低公共服务质量，甚
至产生异化现象。一方面，不可
避免导致搭车收费、乱收费，大
量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加重了公
众的负担；另一方面，行政部门

“小金库”的存在，又助长了奢靡
之风，加速了官员腐败。

@郭元鹏：有的岗位报考比
例是1000:1，有的岗位却无人问
津。这样的现象在就业压力巨
大的现实面前显得有点尴尬。
而我们更应该追问这样一个问
题：除了报考条件等因素限制
外，公考岗位缘何会出现“冰火
两重天”的现象？答案很简单：

某些岗位与另一些岗位之间，收
入差距大、权力差距大、机会差
距大。报考人员挑肥拣瘦，再次
证明我们岗位有肥瘦之分，有贵
贱之分。公考“挑肥拣瘦”源于
岗位成了“五花肉”，有的地方很
肥，有的地方很瘦。

@熊丙奇：北京高考新方案
公布，英语降低分值，引起各界
广泛关注。总体而言，舆论普遍
赞成降低高考英语权重。可是，
再进一步分析各年龄段群体的
意见，就会发现，对于这一改革，
公众的情绪还是很纠结。总体
看来，这一调查得出一个结果：
年龄越大者，越支持降低英语分
值、增加语文分值。更为有意思
的是，数据同时还显示，最赞成
英语降低分值者，也对这能否减
轻学生的负担，并不看好。如果
再考虑到其他群体的态度，此次
降低英语分值的高考改革，能有
怎样的减负效果，还有待观察。

@知遇：但凡考试越早龄化
的，题目难度就会在竞争中自动
增大，相反，越把考试年龄推后
的，越不重视分数的，题目就没
有竞争的需要，教育空间和弹
性就会越大，学生个人的发育
就会更加充分而不是被催化出
来的。

中国每个领域的课程专家
很容易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从
西方比中国发达的现实出发，
希望中国孩子学习更高深的东
西，早早地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因此学生从小就得学一大
堆原理定律。可是，早开的花
未必比晚成的大树更有价值。
中国的孩子往往在高考之后，
就把前 12 年的数理化统统忘
记。这足以说明，教育产品的
内在价值，大多并未内化成孩
子的成长价值。当然，这也不
是专家和教材思路的问题，而
是某些人一直把教育当产业化
生产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