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评论 A03
2012年4月17日 星期二

责编 于平 美编 魏冬杰 责校 范锦春 评论投稿信箱：shepingbj@vip.sina.com shepingbj@vip.163.com 在线投稿：www.bjnews.com.cn/tougao

■ 转载

从实名开始，
重塑“互联网观”

【撤离鄂尔多斯】
（据《中国证券报》报

道，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
爆发后，众多放贷者血本无
归，大批在当地打工的外地
人也“大撤离”。这座曾经
吸引众多淘金者的小城一
下子变得冷清寂静。）

一直很想到鄂尔多斯
去看一看，但都未成行。一
个暴发户云集的城市，若无
软实力的同步提升，散兵游
勇们的经历或各有偶然，但
大多会输在整个城市没有
新战略的规划与引导上，所
以再多的财富也不过是过
眼烟云，再好的历史机遇也
可能转瞬即逝。

——郭士英（学者）

鄂尔多斯的启示:第一，
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
来炒的；第二，城市化是为工
业化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好
看的；第三，金融是为实体经
济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自我
循环的；第四，煤炭是用来发
电的，而不是用来投机的。

——李佐军（博士）

鄂尔多斯高楼林立，人
烟稀少，街道上满是大排量
和顶级品牌的越野车。有一
天我听朋友说这个鬼城的房
价飙升到每平米一万元以上
了，市区人口人均4套住房
了，我当时就想，买房的人完

了！击鼓传花的游戏玩不下
去咯！

——老马（职员）

从昨天开始，看到很多人
问，吃药扔掉胶囊，直接吃里
面的药，行不？问了大夫，大
夫说：一是苦得不容易吃下，
二是粉未状药容易呛进气
管。而且，有些药对食道有刺
激。所以哪种药可以拔开胶
囊吃得具体咨询大夫。所有
胶囊全面查查清楚啊！

——张泉灵（主持人）

三星落地西安的嫁妆：
西安两千亿财政补贴。政
府天天说要转变发展方式，
要 科 学 发 展 ，要 改 变 唯
GDP 是 问 的 政 绩 考 核 模
式，可是一到关键时刻，还
是招商引资老一套，招商引
资没错，问题是，不能拿这
么大的财政去补贴一家外
资企业。财政的钱是谁的，
是你的，是我的。

——邓聿文（专栏作家）

在东莞的240所民办农
民工子弟中的一个学校调研
时，校长说到，希望农民工子
女不用每学期交2000元学
费来上学，真正享受到国家
的义务教育。希望每月仅
3000 元的民办教师能够和
公立学校教师一个待遇。

——金矢（学者）
栏目主持：武云溥

近二十年前，商用互联网
被引入中国。从那时起，互联
网就以一种完全自由、平等、
无远弗届而不受任何限制的
形象被介绍给中国人，似乎这
虚拟世界是超拔于尘世之上
的“理想国”。这种印象，支配
了中国人最初的互联网观。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种
印象是不正确的。

比如说互联网就该是完全
自由的。事实是：缺乏法律限
制与约束的过度自由，助长了
人们在网上为所欲为的劣行。

比如说互联网是完全平
等的。事实是：很多时候，网
络成了党同伐异、开展恶意人
身攻击的战场。

比如说互联网上没有国
界。事实是：互联网不仅有疆
域、有国界，而且存在诸多利
益争端，直接关系到国家利
益、国家安全。

比如说互联网上的一切
都应该是免费的。但这种“免
费午餐”多数时候是以侵犯知
识产权为代价的。

再 比 如 ，关 于 那 句 格 言
——“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
你是一条狗”。这句话一度被
认为最集中地体现了互联网
平等自由的精神。然而，恰恰
是网络的匿名性解除了人们
的责任意识，使得人们可以在

网上以任何方式说任何话做
任何事而无须担负任何责任。

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中国
人的互联网观亟须重塑。网
上社会与现实社会，其实是一
回事。现实社会中有的，网上
一样有；现实社会中该守的规
矩，网上一样得遵守。

在网络与现实已完全交
织的今天，个人在网络中的任
何行为，都可能延伸和影响到
现实中来。理性使用互联网，
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遵守法
律和社会普遍道德规范，负责
任地表达意见，不做任何损害
社会、侵害他人之事，才是网
民应有的作为。

重 塑 互 联 网 观 ，实 行 网
络实名是基础的一步。实名
制建立在实体法规的基础上，
弥补了互联网匿名性所带来
的缺陷，让人们以真实身份注
册信息来参与网络，目的是
唤起责任意识，自觉规范网
络行为。

从根本上说，重塑互联网
观，就是要全面客观地认识互
联网，看到它的优长，也看到
它的毛病。只有这样，才称得
上是一个成熟理性的网民。
只有大多数网民都成熟理性，
中国互联网才能有一个更好
的未来。

□京平（转自《北京日报》）

■ 议论风生

一句“推错了”
暴露执法的轻佻

“不小心推错了”，
乍听这话，肯定以为是
敲错了门。可当它跟一
起征地案搭上边，立马
让人五味杂陈：据新华
社报道，近日，兰州市一
片“城区最后的菜地”，
遭遇了挖掘机的强行推
毁，顺便还强推了尚未
征用的十多亩菜地。对
此，当地相关负责人竟
说：“推错了”。

这实在是荒唐的一
幕：征地，竟越过边界，碾
过私权的“菜园门”。菜
被毁、地被推，对当事村
民而言，除经济损失之
外，或许还有法律信仰的
坍塌。“地是农民的饭碗，
哪能说推就推”的悲愤控
诉后，饱含着他们对滥权
不确定性的焦虑。

这起“错推”，何以来
得这么轻佻？执行者的
傲慢，难辞其咎。从无视
村民呼声，到事后狡辩的

“大学生也会写错字，我
们 怎 么 就 不 能 出 点 错
呢？”倨傲野蛮之态，让人
感到气愤。错推菜地，是
对私权的践踏，却被他们
轻描淡写成“出点错”，还
类比为“写错字”——“对
权利的半点侵犯也是侵

犯”的道理，他们好像不
懂。

错推菜地，难逃越界
的原罪；知错不悔，自然
是又添品行上的瑕疵。
就算像当地负责人说的，
纯属“不小心”，那诚恳地
道歉、赔偿，又有多难？
很遗憾，让相关责任方

“低下高贵的头”，不是件
容易事儿。责任方执迷
不悟的态度，充斥着对民
生权益的漠视。这般轻
慢，似乎延续了强拆者一
贯的姿态：无论是“断水
断电逼迁”，还是“保护性
拆除”，都能发现执法者
傲慢的影子。

错 推 看 似 起 于“ 不
慎”，归根结底，源于悖逆
征地程序。试想，若征地
能依循法律程序，遵循契
约原则，提前划定征地界
限，公开地进行，错推闹
剧怎会上演？纵然“不小
心拆错”，村民的“纠偏声
音”也不会被忽略。

“推错了”，不是笑
谈，而是丑闻。若没有
对法律的敬畏，对民意
的尊重，那公民的焦虑
必然难消——这次，被
错推的是菜地，下次呢？

□佘宗明（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