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雪（本报）

近日，“俄罗斯无偿赠送远东土地”一
事引发热议，除了“每人免费赠送1公顷
（15亩）土地”等字眼外，报道还称此计划
可面向外国人，意在“吸引中国移民”。但
经过记者华迪调查，事实并非如此。（2月3
日人民网）

事件的缘起是怎样的？莫斯科时间1月
19日，俄罗斯纽带网、国际文传电讯社、俄
罗斯商业电视台网站相继刊发了一则关于俄
罗斯远东地区将为当地居民每人分配1公顷
土地的消息。据称，俄远东境内取得俄罗斯
国籍的中国移民也可获得该土地，但这与部
分中国媒体发表的《俄罗斯计划向公民赠送

远东土地中国移民或将大增》、《俄罗斯“任
性”闲置大量沃土 两成半耕地无人种新土
改吸引中国人》、《普京震撼出招：引入中国
移民，每人送15亩土地！》等惹眼标题似乎
还相距甚远，系媒体误读。

此消息前的1月7日 ，一则“牺牲消防
员抚恤金仅2万元”的消息引起舆论一片哗
然。后经核实，这2万元仅是荣誉奖励，而
非真正的抚恤金，系“误读”。前几年的

“挟尸要价”、“赚钱不给老婆花就算家庭暴
力”等都系媒体误读。

媒体为什么经常出现误读呢？首要原因
就是为了抢新闻。有的记者为了提前发稿，
不顾政府部门的政策措施是否正式出台，就
抢先发出新闻；有的记者听到政策要出台的
风声就私下打听，有关人员回答的是一部分
内容，或者说的是他认为的重点，而忽略了
其他，然后就匆匆忙忙写稿，再加上自己的

“合理想像”；还有的记者未等到最后结果出
炉就抢发新闻，从而导致了误读。

记者的无知也会导致误读。如2010年6
月，国家质检总局下发《关于中国名牌产品
有效期满后标志使用问题的通知》，一些媒
体将此解读为今后我国将禁止使用“中国名
牌产品”标志，国家质检总局很快出来澄
清。误报的记者对我国商标体系不了解，又
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因此错误地解读了相
关规定。谁都有不熟悉的领域，都有不懂的
问题，不熟悉、不懂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学
习要问，不懂装懂，就要出问题了。

还有一些人以误读为手段来达到某些目
的。比如新闻敲诈，不给好处就搞臭你的名
声，21世纪网新闻敲诈案就是如此。愿意做

“正面宣传”的企业，在收取高额费用后，
他们通过夸大正面事实或掩盖负面问题进行

“正面报道”；不与之合作的企业，他们就会

发布负面报道进行恶意攻击，以此要挟企业
投放广告或签订合作协议。这种误读沦丧了
媒体的新闻操守，扰乱了受众的视听，甚至
可能引发公众的不良情绪、激起社会矛盾。

要避免媒体误读，就要把好新闻关。记
者在采访时要增强责任心，核实无误后再
发，不要为了抢新闻而误读，不要捕风捉
影，更不要为了新闻抢眼，而篡改新闻事
实，只取所需，不顾其余，腌割事实。媒体
要坚守新闻的真实客观和社会公器责任，提
升专业主义和职业技能，增加政治敏感性和
辨别力。

媒体误读，读者就会误解，就会产生负
面效应，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衣
食住行的新闻，容不得误读。媒体出现过多
的误读，公信力就会下降，权威性就会受到
质疑。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唯有真实，新闻
才有人看，有人读，新闻才有存在的价值。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容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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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远

春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笔者赞同。像
唐山市人民政府就于日前发布通告称，春节
期间市区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仅有除
夕、正月初一、正月初五、正月十五。我赞成
唐山人民政府的做法，既减少了烟花爆竹的
燃放，又不乏欢欢乐乐过新年的喜庆气氛以
及浓浓的年味。由此看来，无论做什么事情，
总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否则，突兀提
出问题，并要求立即执行，往往好心办坏事，
把事情办糟。

过年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已有 2000 多
年的历史了，长期形成的习俗，欲在一朝彻
底摒弃，恐怕老百姓心中多有不愿。因为燃
放烟花爆竹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百姓们
表达节日喜庆的一种传统方式，它含有祈福
吉祥安康的寓意。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除夕夜，如果没有烟花爆竹，感觉就好像
没有吃饺子一样，似乎缺少些“年味”。

因此，要想让老百姓都能接受禁放或限
放的规定，笔者建议，提前营造禁放限放的
舆论环境，及时发布限时限地燃放烟花爆竹
的规定，比如提前两三个月通过媒体大力宣
传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种危害，如大气污染、
噪声污染等。在此基础上，再逐渐过度到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呼吁全社会过一个平安、
祥和、绿色的春节，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禁放烟花爆竹
要循序渐进

百姓说话

京文

离春节还有半个月，也到了网友晒年会
奖品的高峰期。广州的一家公司给员工发放
了特殊的年终福利——创始人带领公司高管
为员工洗脚。而为契合马年和羊年更替，无
锡一公司年会奖品竟是包括活猪活马活羊在
内的各种活牲口。

（2月4日《广州日报》《江南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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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大彧

4日是春运第一天，本次春运至3月15
日，将持续40天，其中，节前15天，节后25
天。据不完全统计，京沪高铁枣庄站当日共
发送旅客2870人次。（2月5日《枣庄晚报》）

今年春运人潮再创纪录，其中的铁路
运量更是大幅增长。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春节较晚，节后春
运学生、务工、探亲、旅游流高度叠加。
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节运输，被称为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在一个多月
的春运时间里，有近 30 亿人次的人口流
动，这相当于全国人口数量的两倍多。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年春运，伴
随越来越浓的年味，满怀亲情乡愁的各路
游子，纷纷扛着大包小包奔向汽车站、火
车站、机场，踏上既辛苦又温馨的行程。
归家后，一路颠簸的疲倦，在父母烹制的

家常菜中化作甜蜜，而在家短短几日的停
留，又让乡愁化作隽永。

上世纪80年代末，以在广州务工人员
乘火车返乡潮为标志，中国铁路春运正式
开启。时至今日，火车在春运中的老大地
位仍然不可动摇。以今年为例，民航承载
约4750万人次，铁路则达2.95亿人次，这
表明铁路仍是我国居民进行中长途旅行的
主要方式。几十年来，我国铁路建设经历
了一波快速发展，客运能力大幅提高，同
时，以高铁客运为代表的新型运输方式，
也逐渐成为春运主力军。新建成高铁线路
加盟，铁路售票组织不断改善，中转换乘
进一步便捷等等，都给广大旅客的春运之
路带来了新体验、新感受。但是，“一票难
求”依旧是众多游子挥之不去的年度麻烦。

如何解决买票难问题，各方人士每年
都有出谋划策。今年春运前，铁路部门也
给出了自己的新政策，春运票预售期提前
——自去年12月6日起，网络、电话订购
春运火车票的预售期由20天延长至60天。
然而，铁总的这一新政非但没有实现分流

购票高峰的预期目的，反而让抢票高峰提
前到来。预售期提前及发车前15天退票免
费的铁总新政，还导致黄牛党可以更放心
地囤票倒票，今年春运成了黄牛的丰收
季。铁总此次并不成功的春运新政表明，
要解决买票难问题，不能仅靠一个部门领
导“拍脑袋”，而要依靠与春运相关各部门
协调共进、统筹安排，还要靠社会各界群
策群力。

春运买票难是个棘手的问题，核心原
因是，短时期内爆发的巨大客流，让平时
尚能满足需求的公共交通工具捉襟见肘。
春运买票难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
衡以及城镇化建设滞后的大背景，这种背
景导致了务工流、学生流集中，于是难以
避免地出现了人口周期性大流动。

解决春运买票难，要通过各交通运输
部门不断地增加运能、挖掘潜力，还要通
过社会发展来化解问题产生的根源。中国
春运大军的人潮，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终将
见顶并逐步回落，届时“一票难求”也将
从甜蜜的麻烦逐渐变成远去的记忆。

春运是饱含乡愁的甜蜜麻烦

今日观察

爆竹声声辞旧岁。在我国，无论
是过年过节，还是结婚嫁娶，进学升
迁，甚至建筑奠基或落成、商店开张等
等，只要为了表示喜庆，人们都习惯放
鞭炮来庆祝，似乎火树银花和碎红满
地才是热闹与祥和的象征。但由此带
来的安全隐患、大气污染和噪音污染
也不容忽视，因此，禁放的呼声一浪高
过一浪。

烟花爆竹该放还是该禁？各位读
者，您怎么看？请一起来讨论讨论
吧 。 投 稿 邮 箱 ：zzwbsy2013@163.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