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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市长否认南
京大屠杀】

在日本的一批政客中
间存在这样一种“默契”。
他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记得上大学时日本驻沈阳
总领事就不承认，在文学研
讨会上被围攻。然而，在日
本民间，也有陌生人知我来
自中国时主动向我道歉：

“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
打中国，日本错了。”

——刘芳菲（主持人）

南京代表团的表现，网友
对此不满是对的。有网友问
我假如我是南京官员该怎么
办，我的回答是当场义正辞
严，当场提出交涉，当场愤然
离席。感性说这才叫志气魄
力和汉子；理性说这才叫第一
时间有效回应，有声与无声、
运用身体语言发言是最好发
言！事后任何发言都迟。

——王旭明（出版社）

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
发言人经授权发布，南京市
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
方交往。这一回应好得很！
这是一个站起来了的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地方政府不忘
30 万同胞惨死于侵华日军
戕害历史的愤懑表达。全国
人民支持你们，南京。

——管益忻（教授）

一教授家换窗户，完工
验收时发现，从测量到安装
环节，都马虎草率，多处歪
斜漏风，且很难修理。教授
遂与工头商量，应适当罚
款。工头板起脸答：你家住
这儿我们知道，你小孩在哪
个学校上学我们也知道，你
看还要扣钱吗？教授惧再
遭祸害只得忍辱付钱。当
人心已经“黑社会化”，打
黑就不仅仅是警察的事了。

——夏骏（电视编导）

央视的武林大会，很欢
乐。空手道高手对决太极
拳高手。看了很多场，我一
直有个疑问，为什么要划分
派别呢？每次上来都要翩
翩起舞，展示各自的门派，
但一开打，不都是散打加摔
跤吗？真的看不出区别啊。

——洛兵（作家）

有媒体报道北京大学
教授孔庆东在主持节目时
称“香港人是狗”。孔庆东回
应称，“香港人是狗”的话不
是自己所说，也不是视频中
的原话，是因为某些媒体的

“断章取义和恶意歪曲”造成
的。再次看见伟大发明，我
学会了，下次我在媒体说错
话，我就说我没接受过采访，
那是电脑动画画的。

——罗家德（教授）
栏目主持：武云溥

湖北省去年底开展了
“ 万 名 干 部 进 万 村 挖 万
塘”活动，在渐进尾声总结
成绩时有了一个颇有争议
的总结：立碑。而湖北省水
利厅居然针对该活动发布
文件，对塘堰整治立碑的规
格、内容都作出统一要求，
有诸如“惠民生”、“众志成
城”、“规模空前，高潮迭
起”等词语。（2 月 22 日《南
方日报》）

立碑载功，无可苛责，
但前提是——立碑人宜为

“他者”，而非自我夸耀。
“功过留与人评说”，自夸
式的评价，往往有失谦抑，
透着自娱自乐的味道。

兴修水利，泽被民众，
播下善政的种子，无需承受
太多“作秀论”的棒杀。在务
虚之风盛行的语境下，干部
躬自下乡，体察稼穑之艰；整
治塘堰，纾解民生之忧，或不
乏示范意义。这值得肯定，
却又不宜过度拔高。毕竟，
为民排忧，不是附赠式施舍，
而是为政者的职责所在。

百姓的认可，就是最好
的“奖杯”。遗憾的是，带

有“王婆卖瓜”性质的立碑
举动，却让善政变了味。官
员若抱着“恩赐意识”不放，
无疑是价值观上的错乱。

透过碑文僵硬的词眼，
政绩浮夸的影子，依稀可
见。官员做好分内事，关乎
恪守己职，当摒弃“沽名钓
誉”的功利意图。若他们将
尽职视为“可资炫耀的资
本”，把群众认同当成“驰骋
于名利场的筹码”，那么，权
力也就沦为了谋私的道具。

“劳民伤财”“自我表
扬”的质疑声汹涌，官方急
忙解释：立碑是顺应民心，

“不让当地百姓掏钱”。可
这辩解，终究有些苍白：行
政之手敲定了碑文内容，是
否裹挟了民意？就算民众
不是“被自愿”，主动表功，
也很是冒昧。“不要当地百
姓掏钱”，也不等于不必糜
费财力，到头来，负担可能
仍是转移给百姓。

给自己立碑，未免虚
荣。与其张扬佳绩，不如把
评判权交给民众，由他们定
夺吧。

□佘宗明（大学生）

■ 第三只眼

立碑自夸让
“善政”变了味

■ 议论风生

选聘“假”备注后的
真疑虑

近日，网传湖南涟源市
经济开发区公开选调工作
人员，15 名上榜考生中竟
然 13 人有背景，考生成绩
表备注一栏有“市领导打招
呼”、“家景好”等字眼。涟
源市人事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消息是落榜考生杜撰发
泄所为，此次选聘严格按照
公开选调程序完成，不存在
关系户、金钱户一说。（2月
22日《新京报》）

昨天，发帖者承认备
注是自己加上去的，消息
来源则是“内部流传”。且
因为发帖事件，自己已被
组织本次考试的市领导叫
去谈过话。

虽然当地主管部门否
认存在关系户、金钱户。但
对于“备注”中标明的领导
关系等，人事局工作人员称
该问题“比较敏感”。组织
部有关人员则称“谁的背后
都难免会有一些社会人事
关系”。从两部门人员模棱
两可的答复，以及对待发帖
者的态度上，让人不由质
疑，上榜考生的背景并非完
全空穴来风。

不是说有背景、有关系
的人不能参加公考或事业
单位招聘考试。问题是，他
们应该跟普通应试者公平
竞争，能者上之，而不能靠
自己的关系或财富暗通曲
款，不战而胜。如果这些上
榜的考生真的大都有背景，
并不能证明他们“集体优
秀”，恰说明此次考试确实
存有“猫腻”嫌疑，公平性
难以保证。

政府及事业单位招聘，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开、公
平和公正。但屡屡出现的
特权招聘、萝卜招聘中，主
办方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手
段规避和违反上述原则，将
有背景、有关系的考生保送
上位。这不但损害了普通
考生的利益，也让公众对考
试的公平性产生怀疑。

要消除公众的疑虑，有
关方面必须将整个招录过
程公开化，将考生背景去

“敏感化”，全面如实地回
答舆论的质疑。否则，以

“敏感”为由，掩藏相关信
息，只会适得其反。

□郭鑫（职员）

百姓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奖杯”，但带有
“王婆卖瓜”性质的立碑举动，却让善政变了味。

有关方面应将招录过程公开化，将考生
背景去“敏感化”，如实地回答舆论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