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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在QQ空间上发现，电影《二十二》的人物截图被制作
成了表情包。这部记录22位慰安妇幸存者的严肃纪录片，被截图并配文

“我真的委屈啊”、“不知所措”等文字成为表情包，引发众多网友质疑。
8月22日《北京青年报》

不论是《舌尖上的中国》，还是《乡村里的中国》，抑或《二十二》，反
映不同人不同生存生态的纪录片，总是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一部引
发观众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的电影，往往具有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力量。
见惯了“三观”可疑、剧情狗血的粗制滥造影视剧横行无忌，见惯了一些
明星玩着玩着就把钱挣了，一些诚意之作，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价值认
同。《战狼2》也好，《二十二》也罢，都生动地说明：那些能够满足时代
的信仰渴求、抚平社会精神焦虑的好影片，并非没有市场。

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慰安妇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与悲悯来做纪录
片,《二十二》的出炉并不容易；依托口碑发酵，一部小众电影取得了不
俗的票房成绩——面对真正的好作品，观众懂得“用脚投票”。牢记历史
并不意味着要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尊重慰安妇及电影 《二十二》 制作
人员的情绪、情感、认同以及权利与利益诉求，显然不能放纵娱乐恶搞
的大行其道。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 《娱乐至死》 一书中指出，在大众传媒时
代，教育、文化以及其他公共事务领域，都不可避免地被自媒体的表达方
式重新定义；许多公众话题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即使是严肃的话题
也难免会遭受娱乐化的解构。这一切，在“慰安妇表情包”上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发挥。

在一个功利性盛行的时代，一些精致的或者粗鄙的利己主义者总是热
衷“蹭热点”。电影《二十二》的火爆，让慰安妇成为一些人眼中可以被利
用、被消费的文化符号；在利益的驱动下，在浮躁、炒作等不良社会心态
的裹挟下，“慰安妇表情包”粉墨登场了。

“慰安妇表情包”的出现，根源于一些人的底线意识和禁忌观念的缺
失。伴随着市场化和商品化进程，许多文化符号都可以拿来进行利益变
现。然而，慰安妇悲苦的人生和不公的命运，却不能成为娱乐恶搞的对
象。背离了“最低道德保障”，不能在失范行为与非失范行为之间建立清晰
的界限，“慰安妇表情包”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的迷失与错位。

说到底，要遵循公序良俗，敬畏历史，尊重民众的情感、需要和认
同，娱乐恶搞、商业运作不能百无禁忌。

河南省唐河县昝岗乡村民张先生反映，乡政府“三亮三评”展板上公
示的干部电话号码存在错误，自己打通乡党委书记电话后被告知“不是本
人”，打通乡长电话无人接听。乡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称，可能是展板
资料陈旧，领导电话号码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是领导不想见你，撒了善
意的谎言。 8月22日《人民日报》

不管是展板资料没及时更新，还是“善意的谎言”，都叫人接受不了。
政府公开的信息必须真实才有意义，否则就是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欺骗群
众。面向群众公开的领导电话号没有及时更新，那么，对上级领导呢？一点
都不难猜测，这种“善意的谎言”，只有群众才能“享受”到，上级“哪得
几回闻”？

政府领导的手机号该不该向社会公开，前些年一些地区刚开始探索试
行时，争议就很大。公开领导手机号的政策初衷是善意的，意在实现领导
与群众的无障碍沟通；而公开后，不是领导不接听，就是电话号变了、没
及时更新。如果这也被说成“善意”，那么，我们受不起这样的“善意”，
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所谓“群众与领导无障碍沟通”的“初心”过于理想
化了。如果每个人都能直接和政府领导通电话，领导要么是接不过来，要
么是光接电话，别的什么也不要做了。而从管理上说，政府领导直接受理
群众的各种诉求，也不合理、不科学。领导与管理，本是一种层级化机
制。领导直接处理群众诉求若成为日常化职责，等于取消了层级管理，这
无异于要求领导越俎代庖、事必躬亲。这与现代政府的要求格格不入。

之所以会出现公布领导手机号的要求，是因为群众办事难的问题一直存
在，一些部门、工作人员不作为、刁难群众，群众投诉也经常梗阻于具体受
理环节，导致政府领导了解不到民情民意，了解不到政府内部存在的各种不
正之风。但这些问题的解决，靠公开领导手机号、让领导事必躬亲受理众多
具体问题，并不是好办法，只有建立起科学的督察机制，监督约束政府部门
和工作人员，并为社会监督提供有效的路径，才是长久之策。

然而，尽管公布手机号的做法不合理，以“善意谎言”忽悠群众却是
不可以的。领导可以安排工作人员负责接听向社会公开号码的手机，然后
向领导汇报或转交相关部门处理。“善意的谎言”对政府和官员的公信都是
严重的损害。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对公开领导手机号的政策作适时、合
理的调整。

电话销售是当今一些企业惯用的销售手段，也是骚扰电话的重要来
源。“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6月
至2017年4月，该中心收到的举报涉嫌骚扰电话月均量约1.6万件次。

8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

查处、打击骚扰电话的线索这么多、这么容易获得，为什么这么多年
来、这么多部门没有认认真真地“顺藤摸瓜”，一举端掉这条让人不胜其
扰的产业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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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酒别“留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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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骚扰电话成为“牛皮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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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贵州出台最严禁酒令：9月1日起，全省公务活动一律禁止提
供任何酒类，私人自带的酒类都在禁止之列。

8月22日《法制晚报》

贵州的禁酒令虽然被称为“最严”，实际上还是留了一手，贵州禁酒令
中特别规定：重大外事活动和招商引资活动，确需提供酒类和饮酒的，须按
一事一购买、一事一审批的原则，由承办单位报分管该单位或该项工作的
负责同志审批，同时报同级纪委备案。一般情况下，无人会想喝酒要这么
麻烦，但“留一手”则可能成为一个漏洞，也可能会导致有人钻漏洞。

参加公务活动，有时候的确需要吃饭，需要招待，而以往招待起来，则
是追求档次追求豪华，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许多
官员每天要喝酒，也喝坏了身体。这些年来，禁酒令不断，但公款喝酒还
是屡见不鲜的。这恰恰是因为有“留一手”，一些为官者为了公款吃喝，会
挖空心思想办法，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皆因有漏洞可寻找。其实，要“最
严”就是“一律不能喝酒”。不仅酒要禁，烟也要禁，一律以快餐招待。诚
然，这么做有些不近人情，但其实也就是一个习惯的过程。只要人人都以
快餐招待，没有酒没有烟，时间长了也就都能够接受了。

“最严”禁酒令的标签不是自己贴上去的，而是由群众说了算。一看规
定是否还存在漏洞，二看执行是否全面到位，三看违规者是否受到最为严
厉的惩罚。如果这三点都做不到，那么所谓的“最严”就是名不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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