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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是虚拟社会”的观念由来
已久，但这一观点常被误读为“网络
是虚假社会”。网络建构的虚拟社会
不是虚构的，更不是虚假的，它不是
一块“飞地”，而是现实的延伸，离开
现实的依托，其意义等于零。

网络社会本质上由现实社会的
人组成，网络反映的很多问题有着现
实的基础，如网络反腐、网络购物、网
络犯罪等，甚至有些荒诞不经的网络
故事，背后都有现实诉求，作为表达
渠道和行为平台的现实性更毋庸置
疑。研究表明，在现实政治参与渠道
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网络表达往往会
表现出更大的冲动。由于不用受到
现实身份的约束，网民表达既有更具
真实性的一面，也有为吸引眼球而夸
大、渲染的一面。

每一个鼠标背后都有一个人，一
个现实中的人。即便他整天沉湎于
网络，也是以另类方式与现实世界发
生关系的。因此，不能将网络虚拟世

界视为“独立王国”。作为现实的延
伸，网络虚拟世界不能超越现实的
牵绊与规约，更不能以“虚拟社会”
为借口，与现实世界的权利和义务
一刀两断。

既然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网络
言论、行为都应有边界，不可能为
所欲为、无法无天。网络不是无政
府主义的大本营，更不能借着虚假
的网络身份，发布各种出位言论，
煽动各种越轨行动。网络可以成
为合理的政治参与渠道，发表言论
可以受到尊重，网上行为不能逾越
底线。这底线就是现实社会中的
法律底线、伦理底线，凡是现实社
会中不能逾越的，网络虚拟世界同
样也不应逾越。

网络作为虚拟社会，有其特殊
性。但网络的特殊性不代表虚假
性。网络世界不是金庸笔下的江湖
世界，可以快意恩仇，凭借江湖规矩
和浪漫想象就可搞定一切，网络虚拟

社会同现实社会一样，需要管理也能
够管理。

当然，网络管理必须考虑到网络
的特殊性。遵循网络规则，不可能全
盘套用针对现实生活的管理规则。
对于网络作为虚拟社会的特殊内容，
也要给予符合网络逻辑的管理。网
络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并不一定适
合线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如何进行有
效管理值得进一步探索。对于“偷
菜”、“网络结婚”等明显游戏化的“虚
假行为”，也不必依照现实规范给予
严责。

网络管理还要有整体布局。目
前，我国在网络管理上缺少统一的法
律规范，只是遵循各部门条块划分的
规则，而且很多法律法规并未完全考
虑网络的特殊性。这些都需要加强
研究，加快完善。

放任不管或套用旧有规则管理，
都会影响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可
不慎。 李良荣 张涛甫

官话套话的衍生物
是假大空

官话套话一直就是个问题，同时也是个话
题。官话套话具有平庸、圆滑的特征，四平八稳
的特征，僵硬、呆板的特征，空洞乏味的特征，另
外，还有某种话语“正确”的特征。

官话不用作过多解释，大家差不多都明白
它的向度和意指。套话就是套路之话，一种程
式化的话语方式。套话几乎为官话所独有，官
话里的很多话都属于套话。也就是说官话套话
有特定的语汇体系及话语场域。

官话套话有其特有的生成环境，有人喜欢
听这种话，就有人长流水一样爱说这样的话。
在现实语境中，公权力喜欢说官话套话，以为自
己有身份有地位，而公众则从官话套话听出了
无能，听出了形式大于内容的贫乏。说官话套
话有环境土壤，还在于：随着时间的演进，官话
套话呈现增多的趋势。

官话套话说得太多了，就会丧失正常说话
的能力，就会不说人话。有人喜欢讲官话套
话，是有冲动、意愿甚至于利益在里边。因为
一己之权是上面给的，因而也就只对上面负
责。不怕公众不满意，只怕上面不高兴。权力
伦理发生倾斜、倾覆，所在意的只是向哪里倾
斜、倾覆。

除了“狠抓……狠批……落实……突出
……”还有“要……要……加强……加强……深
入……深入……”等一系列的官话套话，加强不
加强、深入不深入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来，表
现表演出来。重要的是说这类话很保险，而说
真话有时则要付出沉重的成本。

官话套话的衍生物是假话大话空话。可
以说，这类衍生物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重
大事故被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环境污染破坏
被百般纵容，举报贪官被扣上诽谤的帽子，包
庇贪官避重就轻硬说成严肃处理，等等，这些
假话大话空话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公信力无可
挽回地下降。不说官话套话，不说大话空话
假话，就得说真话实话。说真话实话当时不
难，过后则很难。

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假话，说一次就让人厌
烦，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无数遍地说，等于是不
停地挑战公众的神经，侮辱常识，侮辱人们对事
物的基本判断力，侮辱众人的智商。人们拿这
类忽悠没有办法，但是扭头不听总是可以，不相
信总是可以，用脚投票总是可以。 今语

从14日起，《现代金报》向市民征集
最反感的十句官话套话。参与者列出了
400多条大家反感的官话套话，其中“狠
抓……狠批……落实……突出……”最惹
人烦。（1月22日《现代金报》）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需拿公权开刀
日前，央视报道，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

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
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真是不算
不知道，这个数字大得吓人。今后，您在请
客吃饭、联络感情的时候，请多留份心，尽
量少让“舌尖上的浪费”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说“舌尖上的中国”展现了中华饮
食博大精深、美不胜收，那么“舌尖上的浪
费”，则呈现了一种丑陋的饮食观，这种是
对食物的亵渎。老祖宗说得好，“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我们虽然逐渐富起来了，但没有理由
浪费，更何况不少人经历过饥馑年代，对饥
饿有过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更应该敬畏

粮食，杜绝浪费。
“舌尖上的浪费”一般发生在哪些群体

身上？既有公职人员，也有普通民众，还包
括一些大学生——一项调查显示，每年大学
生倒掉的食物，可养活大约1000万人一年。
不同的群体，浪费食物的原因不尽相同，一
些公职人员认为公款吃喝反正不用自己掏
腰包，浪费起来不心疼；而一些普通百姓则
认为，大操大办才有面子，菜点得多、酒上得
足才有身份；不少大学生花着父母的血汗
钱，糟蹋粮食不以为耻，因为他们不事稼穑
不知辛苦。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需要动真格。
《人民日报》曾谈到这样一个细节，一行中

国人在德国一家餐厅用餐后，由于桌上剩
了1/3的饭菜被罚款50马克。餐厅工作人
员解释道，虽然吃饭花的钱是你们自己的，
但资源是社会的，谁都没有理由浪费。浪
费食物绝不是小事，也不是个人私事。常
听到有人振振有词：“我花我自己的钱，我
浪费关你鸟事？”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你
虽然花的是自己的钱，但浪费的是社会资
源。对这种浪费食物现象，就不能止于道
德批评，还应该引入惩罚机制。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更需要拿公权
开刀。公款吃喝中的食物浪费，不仅糟蹋
了公共财政，还会起到恶劣的负面效应，助
推浪费食物现象愈演愈烈。“己不正，焉能

正人”？如果连公职人员都没有底线地糟
蹋食物，又如何要求民众俭省节约？如果
公职人员浪费公帑，又如何取信于民？为
何管不住公款吃喝，又为何管不住公款吃
喝中的浪费？还是制度不够严厉。几年
前，芬兰央行行长在一次公务接待中，因点
了一盘20欧元的鹅肝而被迫辞职。如果都
照此严惩，还有公职人员敢浪费吗？

减少“舌尖上的浪费”，有人建议吃不
了兜着走，其实，与其吃不了才兜着，何不
一开始就少点些菜？而对于一些公权浪
费，“舌尖上的中国”已经演变成了“舌尖上
的腐败”，那就真得让相关公职人员“吃不
了兜着走”，依法依规处理。 王石川

近来，辽宁丹东公选80后女干部
为东港副市长一事受到关注，也有网
友提出了质疑。之前，国内其他地方
也还有类似事例。

对于网民的质疑，应该辩证地
看，虽然有一些非理性的声音甚至
语言暴力，但更多质疑来自于社会
的期待，期待在干部选拔、尤其是年
轻干部的选拔使用中能更加公开公
正。事实上，这种质疑，在客观上也
促使各级党委在干部人事工作上更
加审慎，更让个别有歪心眼、想动手

脚的人更加心存忌惮，从而形成一
种震慑力、“软约束”。

网民的质疑有两个客观原因：
信息的不对称和干部人事工作的专
业性比较强。一方面，关注“新闻”
的受众难以获得权威、全面的信息；
另一方面，组织人事工作有较强的
专业性。例如，一般群众难以区分
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在选拔中的
差别，像董海涛作为非党员干部，她
的竞争对象是非党员干部，而不是
党员干部，这就导致一些比她笔试

分高的人没有过关，而她进入下一
轮，等等。

当然，这种质疑应建立在理性、
尊重事实的基础和前提下，而不应无
端猜疑。

对年轻干部来说，这种质疑也不
是坏事。虽然会带来短期的烦恼甚
至困惑，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种磨炼
和考验，从而在工作中更加严谨，压
力变动力，干出实绩。这样，会让年
轻干部成长得更快。 何勇

“月子水”击中
市场监管软肋

“月子水”的神奇之处并不是拿矿泉水加上
虚假宣传,用噱头包装包装就变成天价,而是忽
悠你消费上当,你却拿他没有办法。“月子水”被
媒体曝光之后,造假原因一般归咎于三点,即商
家无德、监管无力和消费者偏听偏信,而除此之
外,消费者面对不良商家无计可施的局面,却少
有人关注。“月子水”被曝光后很可能销声匿迹,
却无妨此前他们挣得盆满钵满。即便监管亡羊
补牢式地跟进,商家也早已逃之夭夭。

在商品和服务高度社会化的时代,人们对
健康和营养的需求,有时候超过普通人的认知
水平。这要求产品制造者承担起码的社会责
任,而这样的责任仅依靠商家的道德自律,显然
是靠不住的,这一点在食品安全领域早已被证
明了太多次。

而时下的部门监管总是滞后,一方面依靠
单纯的行政手段,在庞杂的行业领域中,管理不
能单纯依靠有限的人力。同时,过低的行政处
罚标准,在丰厚的非法利益面前,让违规成本与
收益不对等,根本遏制不住虚假牟利的冲动；另
一方面,一些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对有关行业
的依赖,从根本上让消费者缺少对其的信任,很
多时候只能吃哑巴亏。

一言概之,“月子水”的神奇在于它有得以
滋生的“神奇”土壤,即消费者在消费中还缺少
权益维护的刚性机制,与商家相比在消费法则
中处于极不对等的低位,商家欺骗牟利,消费者
不能通过主动的手段,让商家付出可以匹配的
代价,也不能让自己得到充分的赔偿。

由此可见,让“月子水”之类的不再神奇,需
要改良虚假商品非法牟利的社会土壤。一方
面,需要提高消费者在消费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对提供消费的商家诚信予以从严约束,大力提
高违规赔偿成本；另一方面,开放权益维护的法
律途径,把更多的消费关系从行政调节下放到
民事法律调节,通过利益的杠杆撬动民间法律
服务机构参与维权和市场监管,给予无良违信
商家以最直接有效的惩罚。 新文

铁路部门该如何照顾农民工？
农民工群体在网上抢票具有天

然劣势，由于库存票有限，只是增加
售票渠道意义也不大，应利用提前售
票等方式加以照顾。

日前，有网友登录铁道部 12306
网站，发现“农民工团体查询”永远显
示着“票已售完”或者“无此席别”。
而不会网上购票的农民工张治平和
庞久文在火车站排队买票，却发现大
部分回家的票早已售光。

或许是 12306 曾经出过故障，或
许是铁科院迅速改进了网站代码，笔
者随后在12306的“余票查询”中找到
了“农民工团体查询”功能，并成功查
询到了从北京首发的至数个城市的
多趟车次余票信息。但查到票不等
于能订票，12306写得很清楚——“农

民工团体票请到车站专窗办理”。意
思是此处仅提供查询服务。

其实人们并不纠结于12306的技
术细节，公众真正关心的，还是铁路
部门在春运这个特殊时期，如何照顾
这些“不会上网、经济条件较差”的农
民工群体。

毫无疑问，即便铁道部专门在
12306上提供一个接口，专门供农民工
购票，也是低效的。因为不同于学生，

“农民工”的身份在网络上无法轻易判
断。再退一步说，假如农民工都有唯一
对应的身份识别，并可以在12306享受
购票专区服务，也同样意义不大。因为
库存票就那么多，以农民工们的计算机
水平，如何在“20秒抢光一趟车”的春运
时节和全国网友比拼鼠标？

春运时期，火车票已不再是单
纯的商品，更带着福利品的意味。如
果国家的政策，正是想让福利品能够
及时有效地送达农民工等亟须福利
保障的群体手中，那么就必须承认并
正视火车票的福利属性，从票仓中为
农民工群体专门划拨一部分。在实
现方式上，可以使用提前售票、身份
对应售票等办法，福利便可以有针对
性地高效发放。实际上，国家已经在
部分地区为农民工团体办理提前售
票，但提前的时间量和宣传力度还不
够，否则也不会有如此多农民工兄弟
望网兴叹。

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12306能帮
农民工查到多少车票，而是铁路部门能
分给农民工多少车票。 李慧翔

近日，陕西白河
县委书记郭德林被知
情人士爆出配备百万
豪车，座驾超标五倍
多，引起网民广泛关
注 。 记 者 采 访 了 解
到，这辆豪车系从白
河县一家企业借用，
媒体报道后已“紧急
归还”。《党政机关公
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
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党政机关不得借用、
占用下属单位或者其
他单位车辆，不得接
受 企 业 捐 赠 车 辆 。

朱慧卿

生完孩子讲究坐月子，饮食起居都要
注意。过去的传统是喝红糖水吃鸡蛋，
现在富裕了，人们保健的要求高了，于
是，一些专门针对产妇的新鲜产品也层
出不穷。比如，近年来流行的“月子水”，
就是坐月子期间喝的水，虽然价格不菲，
但功效宣传得挺神乎，说是可以增加营
养还能健美瘦身，因此受到不少产妇的
追捧。(1月20日央视网)

会议减少了，文件简短了，干部进村入户更
勤了，访贫问苦的更多了，排忧解难的更实了
……这是百姓眼里的干部作风转变。把干部表
现与群众感受联系起来看，才能对作风建设的
成效作出客观评价。

转作风，发力在干部，落脚在群众，核心
是增进同群众的感情，重点是解决民生的难
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老百姓最有发言
权。因为群众目光是雪亮的，干部作风有哪
些问题，工作有哪些不足，都看得一清二楚。
因为群众最重实际，有没有办实事、见实效，
群众心里都有杆秤。群众对干部和工作满意
了，才算是干部作风真转变。群众打了高分，
对干部是一种激励；分数不好看，主要是工作
做得不到位。这是一种压力，也是进一步改
进作风的动力。

注重群众感受，关键是学会换位思考。
多听一听老百姓的愿望，多想一想老百姓的
感受，多看一看老百姓的工作状况，多体会
体会老百姓生活的艰辛，才会发现问题所
在，才会了解群众所盼，转变作风才能和群
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改进工作才能改到
百姓心坎上。对群众没有真感情，即便和群
众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也想不到一块去。对
群众缺乏敬畏心，哪怕走到了基层，也抓不
到真问题。对群众需求不上心，把转作风天
天挂在嘴上，就还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说到底，转作风就是要真抓实干，把心
思和精力放在为老百姓办事上。

古人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把群众感受时刻放在心中，转变作风就有了方
向，改进工作就有了动力，也才能得到老百姓的
真心拥护和支持。 人 文

何谓好文风

文风是党风的一面镜子。每一个时期
的文风，无不映照出那个时期的党风。文风
事关党的形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
败 。 中 央 狠 抓 文 风 的 改 进 ，很 必 要 ，很 及
时。何谓好文风？概括地说，就是“短、实、
新”，就是写出的文章使广大读者能看懂、喜
欢看、看了信。

一个求真务实、敬业创业的领导干部，他的
文章不会只是照搬照抄本本和文件，四平八稳、
空话连篇，而一定会说真话、写实情，言之有物，
言之有理，言之鲜明。

一个善于解决问题、办事高效的领导干
部，他的文章不会只是拘泥程式、拼凑文句，
刻意追求形式美，而一定会有鲜明的针对性，
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努力做到意尽言止、言
之管用。

一个朝气蓬勃、锐意创新的领导干部，他的
文章不会只是苍白无力、陈旧干瘪、机械呆板，
而一定会密切联系实际，言人未言、力求出新，
为读者喜闻乐见。

一个作风朴实、心系百姓，真心想干事、
善于干成事的领导干部，他的文章不会装腔
作势、故作深奥、卖弄新术语，而一定会深入
浅出、简洁平实，以真情实意打动人心、令人
信服。

需要指出的是，提倡“短、实、新”无疑是完
全正确的，反对“假”和“空”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对于“长”则应辩证分析。英国前首相丘吉
尔曾说过，如果让我发表两个小时演讲，我马
上可以登台讲；如果让我发表半个小时演讲，
要给我三天准备时间；如果让我发表五分钟演
讲，则要给我一周准备时间。这说明，在主题
确定、主要思想观点确定的前提下，文章越短
越难写。而“两个小时”、“半个小时”、“五分
钟”，究竟哪个好呢？那要看主题和任务的需
要，看听众的反映和评价。一句话，要从实际
出发，用事实来说话。

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如海潮般涌来，知
识呈爆炸状增长，而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所
以文章要提倡短。但这并非说越短越好，当
有的道理篇幅太短说不深、说不透时，也可适
当延长篇幅。所谓“适当”，就是实事求是、恰
到好处，决不刻意拉长，把简单道理往复杂上
绕。与此相应，对一篇文章的评价也需要作
辩证分析，关键是看文章的质量、价值和可读
性，而不必一味拘泥于长短。还应注意的是，
文章上百种，主题各千秋。写理论、文艺、新
闻等专业文章各有规律性要求，写讲话稿、演
讲稿和公文的要求也各有区别。因此，对于
文章长短的要求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建立在
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根据文章的主题和内容
来确定。

张国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