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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弓

不知怎么回事，刚刚过去的十
一 月 份 ， 发 生 了 不 少 “ 突 发 事
件”。其中最为轰动的，当数江歌
遇害案和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涉嫌猥
亵儿童案。这两件事不仅在国内几
乎家喻户晓，影响还扩散到了全世
界。这当然要归功于互联网的神
通。

其中有一个现象，使人不得不
给以特别的关注，这就是我们的一
些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从中起到
了非常好又非常不好的作用。有关
事件的发生、发展，包括政府的应
对和民众的参与，这些自媒体在内
的新媒体往往能迅速、及时、详尽
地予以报道，让公众即时获得相关
信息，满足了他们的知情权。可
是，与此同时，一些无根据的传说
甚至谣言，也同样得到了迅速、及
时而且似乎更为“详尽”的披露，
而其中不少报道和评论，还夹带着
不实的传言及过度的情绪，善良的
网民真的搞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
假。

所谓自媒体，又称“公民媒
体”或“个人媒体”，指私人化、
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
者，以现代化、电子化手段，向不
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个人传递
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
总称。自媒体平台包括：博客、微
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论坛/BBS
等网络社区。2003年7月，美国新闻
学会媒体中心发布了由谢因波曼与
克 里 斯 威 理 斯 联 合 提 出 的 “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里面
对“We Media”下了一个十分严
谨的定义：“We Media 是普通大
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
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
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
实、新闻的途径。”简言之，即公
民用以发布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
闻事件的载体。

这是目前能查到的对“自媒
体”最权威也是最详尽的定义和注
释。在这段释义的文字中，有几句
话比较关键：一、自媒体是传播
者；二、自媒体发布的内容为自己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三、自媒体
传播的对象为不特定的大多数或特
定的个人。这些定义产生在十几年
前，目前对传播内容的界定已有发
展。比如，自媒体传播的不仅可以
是“事件”，还可以是“思想”。出
现在网络上众多的自媒体评论，就
是表达个人看法的一种载体。

自媒体也好，新媒体也罢，它
与传统媒体在根本性原则问题上，
至少有两点是一致的，即传播的内

容是新闻与观点，传播的对象是大
众 （除朋友私聊外）。如果以上的
阐释成立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忠
实履行作为媒体的重要责任：保证
事实真实，承担社会责任。

在上述两件“突发事件”上，
有一些新媒体做得实在不敢叫人恭
维。一些重要新闻发生，社会上会
有一些传言，这很正常。但这些未
经考证的传言，包括猜测、分析、
道听途说的，不排除别有用心者趁
机编造，媒体在发布之前，需要采
访与核实，以证其真伪。而有的新
媒体，为了抢时间或从别的什么目
的出发，不分青红皂白，抢先传
播，有的还在不实传言之上再添油
加醋。同时，又以不实信息为依
据，发表观点，煽动情绪，完全突
破了作为媒体人的职业底线。

退一步说，即使信息是真实
的，媒体的发布也要考虑对社会可
能带来的影响。如将灾害信息不加
解释地报道，会引起社会的恐慌和
不安。对信息不加筛选地大量灌输
给受众，还会产生“麻醉性”负面
效应。汹涌的信息潮冲击每一个角
落，人们来不及思考，社会失去了
认知能力，舆论就会盲目地被裹挟
着走，谁都无能为力。这样的情
况，已经出现过多次，关注网络舆
情的人，应该不陌生。

其实，这些道理，从事新媒体
的人，并非完全不懂。他们之中最
红的那些大V，不少还有长期从事
传统媒体的经历，之所以明知故
犯，说得轻一点，是为了博取眼

球，赚些阅读量；说得重一点，可
能出于商业目的。但也不排除其中
有别有用心者。有人曾指出，我们
面临着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网络
战”，有势力想利用种种“机会”
黑中国——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事
实上，确有人在网上扬言，只要钱
给足了，想黑谁就黑谁，一点问题
也没有。至于本人，至少对那些大
V 在倾泻不实信息和不良情绪时，
口口声声表白“为了维护正义”，
是不信的。

新媒体的诞生和发展，是社会
的巨大进步。它的威力还在与日俱
增。但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无一
例外都是“双刃剑”。现代社会在
充分发挥自媒体积极功能的同时，
应强化管理，把它的负面作用控制
在最低。这是先进国家的共识。别
听他们对别国的互联网管理指手画
脚，看看他们自己国家是怎么管制
的，就明白了。

而作为负责任的自媒体人，还
应该考虑，一次次地发布不实信
息，痛快是痛快，但真相总有呈现
的一天，等网民清醒过来之后，就
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如此重复往
返，你那个公众号的公信力，还能
剩下多少？

让自媒体归位于媒体，需要媒
体人的自我修正，需要公众参与监
督，政府的监管更是不能缺位。大
众 传 播 社 会 功 能 的 有 益 发 挥 ，

“责任应由政府、媒体与公众三方
面共同来负担”，一位美国专家如
是说。

自媒体究竟是不是媒体？

近水楼台享特权，

占些便宜不新鲜。

铁路如今清门户，

其他行业怎么办？

权力市场有界线，

暧昧不清是祸端。

灰色福利潜规则，

但愿从此不再现。

郑晓华 文
新华社 图

王学进

去过一个楼盘，问了几句，便
有销售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购房
意愿；刚买了套房装修完，又有“call
客”来电，问是否有卖房的打算；某
个广场的商铺开始卖了，推销员一
个电话又拨了过来：“我们是位于地
铁口附近的某某商铺，现在买能优
惠好几万元哦”……房产推销扰民
现象越演越烈，民众反映强烈（11
月30日、12月1日《现代金报》）。

不胜其烦，这是每一个遭遇过
房产销售骚扰电话的市民的共同感
受。从报道来看，营销电话中商铺推
销最为突出，其次便是询问房产买卖
意向。这一结果与其他地方的情况大
同小异。此次记者调查还有一个收

获，即确认了在商铺推销中，关于高
新区奥特莱斯、银亿东都国际、镇海
区银泰城商铺的来电次数分列前三，
上述三处商铺的推销电话，占到了本
次调查所有营销电话总数的三分之
一左右。根据这一线索，有关部门接
到投诉后，应该对相关单位采取一些
措施，遏制一下这种骚扰行为。

营销电话成骚扰电话，已成一
大社会公害。但迄今为止，尚未见
有哪个地方出台整治措施，也没见
很典型的案例。去年 5月，就有媒
体接连推出 4篇我市有关房产公司
聘请“call 客”对市民进行广泛推
销的报道，指望有关部门出手整
治，但一年半过去，有关部门依然
按兵不动，这或许也是房产推销扰
民现象越演越烈的原因之一。

我并不想指责有关部门不作
为，事实上，在缺少相关法律法规
的情况下，职能部门即使想出手整
治，也难以找到执法依据。也就是
说，就目前而论，要通过法律法规
实施对这类现象的处罚还不现实。
不要说依法处理，就连职能部门也
难以确定。工商、消协、行业协
会、电信、城管等，似乎哪个部门
都该管，但又可以不管。也许从泄
露公民个人信息这点上可以寻找到
一些执法依据，那也是间接的执法
途径，并不能直接对“call 客”和
房产公司进行处罚，因为给他们提
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另有其人。

既然营销电话已成一大社会公
害，政府就不能不管。怎么管？可
以借鉴域外经验。美国经验是，私

人电话用户可以上美国联邦贸易委
员会开设的专门网站申请“别打我
电话”服务，委员会将把那些申请
保护的电话号码编入“全国别打电
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打列入该
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每个电话
1.1 万美元的罚款。英国经验是，
根据规定，骚扰电话拨出公司的负
责人最高将被处以 50 万英镑的罚
款。德国经验是，打骚扰电话者，
将根据情节，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
款，还将面临最多 3年的监禁。法
国经验是，对打骚扰电话的处罚措
施，包括罚款和监禁。

总之，政府应制定出台专门的规
定，明确处罚办法，对骚扰电话实施
严厉的经济或刑事处罚，否则就无法
消除骚扰电话这一大社会公害。

房产推销扰民现象怎么治

曲 征

12月3日，北京婚博会在国家
会议中心举办。记者从该展会了解
到，目前北京 90 后新人在婚礼上
的花费 （不包括婚房、装修），平
均消费24.8万元左右。而最新出炉
的北京人均月薪为 9791 元，也就
意味着一场婚礼的费用是处在平均
月薪水平线的年轻人 2年多的工资
总和 （12月4日《华商报》）。

办一场婚礼，其花费相当于年
轻人 2年多的工资总和，其奢华程
度可想而知。其中尽管有物价上
涨、生活水平提升的因素，但是与
攀比心理以及婚庆公司不遗余力地
渲染鼓噪有很大关系。很多当事人
尤其是男方家长是硬着头皮撑下来

的，婚礼进行曲一结束，很多男方
家长以及新婚夫妻立即跌入还债的
深渊。

实际上，不只是婚礼花费，婚
前婚后还有许多花费，诸如求婚订
婚、婚纱摄影、定制礼服、蜜月旅
行，等等，杂七杂八，不花费个几
十万元，好像就会“跌份”，就会
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在个别地
方，已经发展到定亲时用电子秤称
量百元人民币的地步。

这些花费，只是依靠年轻人的
收入显然不行，一般是依靠男方家
长的多年积蓄。一些年轻人，死要
面子活受罪，一方面受社会上消费
主义影响，一方面爱面子心理作
怪，办婚礼花费起来大手大脚，全
然忘记了家长挣钱的艰辛，“啃

老”毫不脸红。如此做法，不仅为
铺张浪费推波助澜，还造成同学之
间、朋友之间在婚礼豪华程度上的
比拼，结果，攀比风气盛行，奢靡
之风愈刮愈烈。

而与豪华婚礼相伴生的，是近
几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有的新婚
夫妻甚至刚刚走下红地毯，便到民
政部门分道扬镳。可见，婚姻是否
幸福与婚礼豪华程度一毛钱的关系
也没有。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
男女双方关系不牢靠，缺乏真爱，
才依靠豪华婚礼等物质手段去弥
补。从这个角度看，越要面子，婚
礼越豪华，双方的关系反而越不默
契，情感越不牢靠。名人曾言，与
自己心爱的人住在一间茅草屋里便
拥有了整个世界。同样，倘若双方

不是真心相爱，即便婚礼像央视春
晚也无济于事。

令人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不
断出现温馨俭朴的“个性婚礼”，
比如“裸婚”，比如“牛车接新
娘”“自行车接新娘”等等，这样
的清新之风一旦成为气候，对于移
风易俗必将发挥重大作用。

当然，笔者的意思，并非婚
礼越简单越好，但是动辄花费几
十万元的婚礼，肯定是一种不正
常的怪现象。婚礼如何举办，决
定权掌握在当事人手里，只要转
变思路，转变观念，克服攀比、
爱面子心理，就一定能够办成一
个既俭朴又隆重的婚礼。隆重不
等于奢靡，奢靡也不一定能办出
隆重的婚礼。

须知，婚姻幸福与婚礼是否豪华无关

杨维汉 罗沙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消息
显示，公民和社会组织近年来向
最高立法机关提出违宪违法规范
性文件审查建议的数量明显增多，
维护自身权利意识增强。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制度是宪法监督的重
要抓手。发挥好这个制度的威力，
及时为下位法“体检”和纠错，宪法
法律实施才能“不打折”。

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通
过立法程序制定的“大规矩”。相
对而言，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和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处于下
位，是“小规矩”。“小规矩”当
然要服从“大规矩”，下位法不得
与上位法相违背、抵触。规范性
文件备案审查就是要查一查这些

“小规矩”是否符合“大规矩”，
如果不符必须纠正。

有的司法解释制定不符合法
律的规定损害公民人身权利，有
的地方出台“雷人法规”有损法
律尊严，有的地方性法规突破法
律使政府公权力介入民事私权领
域影响市场公平，这些规则一旦

出现错误和偏差，会造成社会秩
序失范、公民合法权益受损。

公民、组织往往是在自身权
益受到减损且穷尽各种救济途径
后，才提出审查建议，希望通过
备案审查制度改变违宪违法的规
则。这是审查部门及时发现问题
的“千里眼”，纠正偏差的“动力
源”。同时也提醒“小规矩”的制
定要严格遵循“大规矩”的精神
实质和相关规定，不能法外立
法，不能简单照抄照搬上位法，
上位法若已修改，下位法也要及
时修正，防止过时、错位。

要及时为“小规矩”纠错，
备案审查机关必须充分发挥制度
威力。首先要通过深入细致的座
谈、调研，找准问题出在哪里，
加强与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沟
通协调，“红红脸、出出汗”督促
制定机关自行修改或废止相关文
件；其次对明显违宪违法又拒不
纠正的，备案审查机关应当拿出

“撒手锏”，依法启动撤销程序，
坚决撤销违宪违法的“小规矩”。

规范性文件在哪里，备案审
查就跟进到哪里。我们相信，备
案审查部门将会履行好宪法法律
赋予的职责，对“小规矩”增强
监督刚性、加大纠错力度，切实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及时为“小规矩”纠错
宪法法律实施才能“不打折”

点评：时代在不断进步，一些父母仍存在一种错误认识，认为
孩子是自己生的，就如同私人财产，打骂孩子是自己的权利，导致
一些极端事件出现。家长有教育孩子的权利，但没有野蛮惩罚孩子
的理由，《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有明文规定，一些
陈旧观念早就该扫进历史垃圾堆了。

@防毒：有的家长打孩子真能下得去手。
@红绿灯：多抓几个这样的家长，就有警示效果了。

据 12月 3日《新京报》报
道：记者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
国家铁路局对全局工作人员持有
铁路乘车证问题进行了专项清
理，目前已经完全撤销 445张免
费乘车证，铁路职工公务出差乘
火车一律购买火车票，按规定办
理财务报销手续。铁路乘车证是
原铁道部时期延续下来的一种乘
车凭证，主要用于因公出差，但
实际使用中存在着管理不严、公
私不分等侵占铁路企业利益的问
题。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12 月 4 日 《北京青年
报》报道：近日，网上视频曝出
辽宁抚顺一“女德班”在教学中
出现的雷人语录，包括“女子点
外卖不刷碗就是不守妇道”“女
人就要少说话，多干活，闭好自
己的嘴”等。12月3日，当地教
育局发布通报称该“女德班”教
学内容中存在有悖社会道德风尚
的问题，要求其立即停止办学，
遣散学员。

点评：“女德班”鼓吹的妇徳观，在大多数人看来，离谱、滑稽，根
本不值得一驳，其目的无非是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捞钱罢了。
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员“虚心求学”？这说明，不管时代如何进步，
总会有文化糟粕以不同形式存在，总能够在特定情境中蛊惑人心。

@fkd：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进这种班？
@品牌奋斗：挂羊头卖狗肉。

据 12 月 4 日央广网报
道：30多天，400多人，药品
进价成本4万余元、无人收款
箱里却只有 8000 元，1 个月
就赔 3 万多元，这是辽宁葫
芦岛市一家爱心门诊免费看
病、患者根据自己病情买药
后随意给药钱的统计数字。
然而因患者看完病后给的药
钱普遍少，如今爱心门诊赔钱
有些吃不消。

点评：献爱心，有很多种方式，爱心人士在选择时，应充分考
虑自身承受力。既然选择“看着给药钱”，就应该有少收的心理准
备，指望保本甚至赚一笔，那就不是献爱心，而是沽名钓誉甚至利
用别人的爱心了。鉴于一个月就“有些吃不消”的事实，不妨换一
种方式。毕竟，爱心持久才能惠及更多人。

@裂缝：一般患者谁知道药的价格？
@格里芬：不要看着给，可以只收成本价。

据 12月 4日《北京青年
报》 报 道 ： 记 者 在 淘 宝 、
QQ、 微 信 等 平 台 上 发 现 ，

“病情诊断书、病情证明收据
印刷，病休诊断单、证明书可
定做”等广告铺天盖地，部分
商家承诺提供全国各地医院假
诊断证明业务，甚至有商家提
供全套的病假证明资料。

点评：假证明泛滥，与诚信社会建设格格不入。我们首先应该谴
责那些需要假证明的人，正是他们的造假需求催生了造假利益链。当
然，那些造假者为利所逐，罔顾法律，更应被谴责乃至依法惩处。而作
为平台，因为“帮助”完成双方交易，显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龟苓膏：这些广告就是举报信，监管部门找证据太容易了。
@格里芬利：造这种假有必要吗？实话实说跟领导请假呗。

据 12 月 4 日澎湃新闻报
道：针对“河北廊坊一男子当街
脚踏掌掴女童”一事，12月4日上
午，廊坊市公安局安次分局工作人
员告诉澎湃新闻，打人男子和被打
女童是父女关系，女童无大碍，打
人男子张某某已被警方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