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灾现场，群众为副镇长打伞一事，终于在沸
沸扬扬的舆论质疑中走向了真相。副镇长杨璟恰巧
路过救灾现场，看到桥涵灾情危机，于是主动参与
救灾指挥工作，而为他打伞的群众是安徽民工，因
去察看工程路过，并不知晓杨璟身份和职务。

撇开杨璟副镇长身份，看到有人站在暴雨中，
谁都会主动给他一个方便，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助
人为乐的美德。安徽民工汪某跟我们一样，不忍心
看到他人被淋成落汤鸡，他的热心肠不应该被怀
疑。而质疑群众为官员打伞的目的，质疑副镇长“架
子大”，显然对打伞的热心人是不公正的。

即便汪某知晓杨璟职务，为其撑起一把小伞也
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救灾现场，面对滚滚洪水，杨璟
不是逃避，也不是看热闹，他做的是一名党政干部
应该做的事。“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去”，这是抢险
救灾工作对党政干部的基本要求，而杨璟即便淋得

浑身湿透，也无半句怨言。这样的干部，值得群众为
他撑一把温暖的雨伞。

近几年，只要“涉官”，总会把网络吵翻天，这似
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定式”。一件稀松平常的小
事，演化成了点燃舆情的公共事件，这是值得每一
位网友思考的。而这种“舆论定式”里，是否存在对
官员的习惯性怀疑，是否存在“是官必坏”的思维定
式，是否存在唯恐官场不乱的心理，有些网友是该
反省反省了。

至少，网络时代，面对“涉官”事件，我们都应该
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的情绪，嘴巴慢半拍。至少，
在真相未明之前，我们要警惕情绪和思想被舆论绑
架，人云亦云，跟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瞎哄哄，随意
给官员扣帽子、打棍子、喊口号。至少，随便冤枉和
伤害一个人，不管他是官员还是普通群众，都不是
做人的正确原则。 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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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音频应保持
“正音”姿势

近日，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针对网络
音频乱象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对音频行业进行全
面集中整治。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经核查取证，首
批依法依规对吱呀、Soul、语玩、一说FM等26
款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淫秽色情内容的违法违规
音频平台，分别采取了约谈、下架、关停服务等阶
梯处罚。（7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据尼尔森网联与蜻蜓 FM 联合发布的《网络
音频节目用户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网络
音频节目听众规模已达 6.61 亿人。并且据报道，
与网民结构相比，网络音频节目听众呈现明显的
年轻化、高质化、高知化、白领化趋势。

网络音频红火虽好，但也应规避其中的乱
象。梳理媒体报道，其中乱象就包括“涉黄”。比
如，有的音频直播平台任由主播传播性暗示、“娇
喘”等色情淫秽信息。这不仅扰乱了行业发展，而
且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

网络音频，先正音,才好听。无论从行业发展
来看，还是从服务受众来讲，网络音频唯有保持

“正音”姿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此，行业的
自律是核心。最为重要的是，平台自身要建立起
成熟的内容监管体系。尤其是，对于涉黄以及侵
犯版权等问题，须有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且勇
于铲除行业内毒瘤。

从监管角度来看，网络音频所涉及的违法违
规行为已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据了解，去年国家
有关部门开展的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
网行动”，就已经将有声读物作为着重规范的领
域。同时，正如专家指出，应探索建立可复制推广
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智能监管系统，这也正
需要平台、研发企业、监管部门通力合作。

另外，鼓励性措施也不能缺失。据悉，国家网
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在进行集中整治的同时，
推动音频平台企业规范发展、创新发展，支持和
鼓励主流媒体生产更多网民喜闻乐见的优秀音
频内容。这就很有必要让更多“正音”占领“主阵
地”，一些违法违规的内容才不会有市场，也才能
更有利于净化网络空间。

同时，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享受网络音频带
来的快感，也应谨防其中的“杂音”，对于一些借
助网络平台传播低俗甚至淫秽色情内容的，以及
侵犯知识产权的，不仅要远离且应及时向有关部
门反馈，以使其得到精准打击。当然，学校也不妨
教育和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从思想上筑牢

“防火墙”，以免被不法信息伤害。 杨玉龙

百姓话语

今日金评

看图说话

7月6日，一段疑似贵州黎平县九潮镇副镇
长杨璟视察水灾受灾情况时，镇政府工作人员为
其打伞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因查看灾情时还
有专人打伞，杨璟被网友称为“好大的官威”。这
条“贵州黎平九潮镇副镇长亲临水灾现场指导灾
情”的信息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进一
步了解事情原委，7月7日16时，记者拨通了主
动为杨璟打伞遮雨的汪某的电话，他表示：不知
道对方职务，是自己主动打伞的。（7月8日《贵州
都市报》）

因查看灾情时还有专人打伞，杨璟被网友称为
“好大的官威”“架子真大”，这其实是先入为主小题
大做“见到风就是雨”网友的“习惯性”质疑典型病
症。只看到一张图就能当网络法官，难道不应先了
解实情吗？

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
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
家看见宫闱秘事……”现实生活中，我们一些人是
因为看见而相信，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相信而看见。
因查看灾情时还有专人打伞，一些网友“看见”的是

“好大的官威”“架子真大”，我“看见”的却是官民一
家亲……

古时的官民关系是这样的：官不仁，则民不义；
官爱民，民则爱国；官淫荡，民则放荡；官无信，则民
不诚；官奢侈，则民浪费。现如今，官爱民，民亲官，
官民互助互爱，社会和谐，人民安定。

官爱民时，“官”就必须“小题大做”。群众利益
无小事，为人民服务本来就是执政基础，关系到国

家的稳定繁荣发展，所以，当“官”在工作中遇到了
或是要处理关系到人民的事情，就必须高度重视，
哪怕是一个极小的“小题”，都要当作“大事”来看
待，不仅要看，更要用实际行动去“大做”。当事人九
潮镇副镇长杨璟（不分管交通和安全）下村路过黎
平县九潮镇三孔桥至同腊村路段德冠砂场桥涵处，
因突发暴雨，该桥涵被大量砂石阻塞，致使洪水翻
过桥面且水流较急，导致一辆五菱宏光面包车欲强
行通过时被卡在桥上不能动。发现情况危险，就到
水灾一线现场指挥。这演绎的就是“衙斋卧听萧萧
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
关情”的一曲“官爱民”之歌！“在场的过路群众汪某
看到杨璟未撑伞指挥现场处置，就主动上前给杨璟
遮雨”，这是再正常不过之事了！我们应该为“官民
一家亲”予以理解和喝彩，这幅图温馨动人。这幅图
显然与那种作威作福的“官”故意居高临下“命令”
身边人为自己提供服务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童其君

群众给副镇长撑伞，让笔者想起了以前浙江泰
顺县的一张“救灾搀扶照”。在关键时刻，官员要抱
着牺牲自我的精神，不怕雨淋，不怕淤泥，要敢于

“出淤泥而不染”。在特殊场合，官员们不“妹妹大
胆一往前走”，还怕这怕那，就会刺痛民众敏感的
神经。试想，看到群众给副镇长撑伞，受灾群众可
能会想，副镇长的官职虽不大，架子却不小，要这
种“金贵”的官员来视察灾情、来救灾，灾民们何时
有个盼头？因而，对这种“被撑伞”的官员，不能靠
其自圆其说，还应当让其反省。毕竟，在特殊场合，
官员们应当时刻注重自己的形象和身份，不要因
为忽视一个小小的细节而败坏了基层党员干部的
整体形象。

从这起“群众给副镇长撑伞”联想身边，不难发
现有更多这类官员的影子。如某副县长靠警察打伞
视察、某官员踩红地毯植树等。可见，时下的一些官

员确实太“金贵”了，大到“坐飞机不会买票”，小到
出门“自己不拿包”、“看病不排队”等。殊不知，联系
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如果党员干部下乡
视察灾情、救灾，要靠人撑伞、靠人搀扶、靠人背，自
然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想一想焦裕禄、孔繁森、
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靠人撑伞、靠人搀扶、
靠人背”的这类官员难道不感到汗颜？

以往，有浙江余姚“鞋哥”事件，当初白岩松点
评说，“这属于鞋没进水，脑子进水”，不是没有道理
的。因为这类党员干部的脑子里没有装着受灾群众
的利益，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
之所难，容易被群众抛弃。可见，作为官员，就应该
对照“群众给副镇长撑伞”此事，照一照自己，“洗洗
澡、治治病”:在群众最需要时，只有放下身段，放下
架子为群众办事，才能接地气，与群众心贴心，才能
得到群众拥护。 吕也玫

群众给救灾官员打伞 为何总引来习惯性怀疑

为救灾官员打伞 我“看见”官民一家亲

“被撑伞”的官员 应时刻注意自己形象身份

还是看事实说话

漫画 吴玉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