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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网络评论是互联网上最具活力的元素之一。
优秀网络评论文章，是凝聚思想精华的公开表达，受到网民的普遍欢迎。
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工作，需要源源不断的优秀网络评论文章。
由于工作关系，我十分关注网络评论的情况，也喜欢阅读那些观点鲜明、风格明快、短小精干的网络
评论文章。
我注意到，2011年3月，光明网新开设了光明网评论员栏目，刊发原创新闻评论。
该栏目一上线即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刊发的评论文章得到众多网络媒体的广泛转载。
我感到，光明网评论员栏目有三个亮点：第一，光明网评论员栏目由光明网与光明日报评论部合办，
这是该栏目成功的保证。
作为光明网的主办单位，光明日报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中央级重要媒体，为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特别是评论工作，一直是光明日报的传统优势。
几十年来，光明日报评论人才辈出，评论佳作不断，许多优秀评论文章载入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我国解放思想、
开启改革开放之路的先声和重要标志之一。
光明日报积极推进报网互动，努力把中央媒体的传统优势体现到网络上来；光明网是中央重点新闻网
站，光明网依托母体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切实加强网络评论工作，积极开展网上舆论
引导，从网上点击量、转载量来看，这个网络评论栏目是办得十分成功的。
这一做法，也值得其他传统媒体和重点新闻网站学习借鉴。
第二，光明网评论员栏目上线后，坚持围绕当天早晨新发新闻作出评论，上午定时发出。
互联网环境下的评论话语竞争，要诀就是一个&ldquo;快&rdquo;字。
慢一拍或者慢半拍，就会失去话语先机，几乎再无论说的必要。
在我看到的去年以来的光明网评论员文章中，都是围绕当天上午见诸媒体的重大新闻事件而展开，第
一时间亮明观点、抢先发声，并且天天如此、篇篇如此。
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光明网评论员栏目就是年度重大新闻的评论性历史记载，或者说是年度重大
新闻的评论性日志。
第三，光明网评论员栏目的评论文章出自专业评论工作者之手，有不少精品佳作。
在博客、微博客等社会化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评论和发布评论已经不再是专业评论工作者的职
业&ldquo;特权&rdquo;。
在互联网上，许多网民贴发的简短、睿智的帖文，往往能够在网上广泛传播，影响网上舆论。
如果专业评论工作者不能适应网络传播特点，评论文章冗长、说教，必然会湮没在无以计数的众说纷
纭的信息海洋之中，也起不到引导作用。
光明网评论员栏目的评论文章都不很长，每篇不到1300字（当然，还可以更短一些），简洁明快，一
屏尽览，符合网络阅读习惯。
不少文章言简意赅地就新闻事件阐明时代背景、追溯历史关联、评述事件得失，既有论点突出、论证
严谨、条分缕析的专业评论优长，也不乏贴近网民、幽默诙谐的网络用语。
光明网评论员的实践表明，在互联网时代，专业评论工作者仍然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学识水平
，在网络的海量评论信息中脱颖而出，发挥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专业评论工作者既要坚持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又要向社会学习、向网络学习、向网民学习，适应网络
传播特点，善用网言网语，不断提高网络评论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引导力，发挥好新闻网站评论工作
在浩如烟海、纷繁复杂、躁动不安的网络信息海洋中，帮助人们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分析思考的积极作用。
以上是我浏览阅读光明网评论员文章的几点感受。
近日，学习出版社精选了光明网评论员栏目去年发表的一百多篇评论文章，准备结集出版，书名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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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评&middot;第一季》。
这对推进网络评论工作是很有意义之举。
报社领导嘱我作序，我欣然应允，算是对新闻网站评论工作的倡导和支持。
是为序。
（作者为中央外宣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副主任&mdash;&mdash;编者注）2012年3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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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评论是互联网上最具活力的元素之一。
优秀网络评论文章，是凝聚思想精华的公开表达，受到网民的普遍欢迎。
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工作，需要源源不断的优秀网络评论文章。
本少精选了光明网评论员栏目去年发表的一百多篇评论文章，结集出版，对推进网络评论工作是很有
意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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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湖北公安人。
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MPA。
历任光明日报总编室、文艺部编辑，光明日报社总经理室副总经理、经理部主任。
现任光明日报社副秘书长、光明网总裁。
中国记协理事。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经营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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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辑 着眼民生话幸福 搭建让体面生活够得着的“阶梯”
食品要安全，行政要问责
“平民葱”变身“贵族菜”谁最尴尬？

明晰“全民免费医疗”，别错过了真问题
期待“幸福指数”测评的倒逼效应
破解食品安全难题需用好手中两张“票”
提高菜农在市场上的议价权
城管还需宪法和法律的确权与赋权
袭警事件中可怕的行为“定势”
搭建让体面生活够得着的“阶梯”
六成添加剂无法检测，不能还是不为？

是什么把农民工子弟阻隔在校门之外？

可疑的月饼，可疑的税
人大11岁新生入学法学专业明显失当
有“不差钱”的财政，百姓焉有痛苦之理
“温州市民砸毁奔驰车”背后的社会心理
房地产开发商“很快就只剩裤衩了”？

重金属污染：不是所有增长都能带来发展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好！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从身份到契约的跨越
中国富豪拔脚要走？

财政收入10万亿，多留一点给教育
富豪移民“赏西天的月亮”喜耶？
悲耶？

治病的药品，夺命的药价
公路乱收费：不是抢劫，胜似抢劫
公路收费，不能收得那样心安理得
给孩子们多切一点“蛋糕”！

华北、北京浓雾凸显社会公共管理短板
公益型国企需真正体现公益性
国家经济发展是为了民富国强
80%的小康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不容拖宕
从制度上解决“菜贱伤农”的问题
调整公共财政结构，落实校车资金来源
土地制度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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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弘扬道德铸诚信 社会诚信重建的首责在政府
取消“三公”经费，可否从不喝“茅台”始
对于善举，我们不能止步于赞美
莫让社会底层行善者孤单
永不落幕的雷锋精神
黄曲霉素M1吃几吨致癌7公众期待答案
不能靠“3·15”晚会来治理消费环境
压缩“三公”经费要釜底抽薪
教授抄袭本科生仅赔1000元，这是奖励剽窃
根治网络谣言，需“自律”和“他律”共发力
各级党委发言人：不缺位，不失声，不回避
对“最年轻市长”应查疑与除疑
回避公众质疑，回应不得要领
看企业危机公关的摆脱之术
院士评选不能“仕而优则士”
中国高校排行榜，没有也罢
慈善款万万不能有糊涂账
“百年不遇”年年遇，拷问政府应对力
红十字会的教训：好事也不能“随便”干
银行业“收费说明会”怎能角色错位？

故宫门票收支信息公开究竟难在哪？

高铁四天三停：嘴硬，质量也得硬
杭州“桥塌塌”事件：有一种发布叫敷衍
动车事故救援：微博的力量不微薄
公布“三公”经费，谁是最后一个？

试论两大油商对中国的“贡献”
社会诚信重建的首责在政府
“伤不起”的公信力
学术、科研经费造假是腐败藤上的俩烂瓜
社会信任的败坏始于“矢口否认”
评比达标表彰项目过多折射政府功能错位
请勿以“孔子”为空子来回“穿越”
回应天价名片，中石化为何又有理？

油价一降，油荒就现，咋回事？

县处级领导“起居注”：看看都在忙些啥
中国互联网：“火箭”的价格，“牛车”的速度
沉默的电信垄断，高调的硬嘴鸭子
研究“恢复重建”圆明园要公开透明
财政预算：不透明就没有科学性和完整性
用工不付酬，欠债不还钱违背社会公理
“天价过路费”案的尘埃仍在
有责部门应公开回应“董事长家被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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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诉讼诈骗，法院“临时工”所为？

每天一杯奶，强壮了中国的谁？

警察代收赎金付绑匪，凸现执法规范问题
第三辑 发扬民主保公平 政务公开具有道德的正当性
“农民工”：重要的不是称谓而是待遇
“大衣哥”当选政协委员是政治之殇
“初一”不合法，“十五”咋就合法了？

“天价酒”缘于垄断企业“里外通吃”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和司法理应偏严
个税起征点调整：向公平靠近
个税法修改，还须好好算算账
公共财政：“掌勺者”的手不能抖
别因收费异化公路的公共资源属性
“我就是王法”背后的“权法”逻辑
让“强悍者”见光很有必要
“电荒”：垄断这笔账怎么算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廓清权力和市场的边界
谁把听证会玩成无人喝彩的“独角戏”？

“行为艺术”式民意表达呼唤开放性渠道
刑诉法修改：法治原则应一以贯之
局长微博调情：谁让权力如此颟顸
广州交警按倒送水工：谁让权力如此“随意”
“听证会”走到了穷途末路
政务公开具有道德的正当性
院长开房：被娇惯的权力不骄横也难
从“智障者坐监”看刑诉法修改
8人巡视组20多天花销80万，巡视啥？

“儿子闯祸爸爸受过”说是误读公众表达
“特供”农产品基地是无制约权力之果
谁在巡视组头上扣了“屎盆子”？

应取消所有公务员“待遇型”公务用车
行政透明度是政府治理绩效评价的基础
一个县级官场的解剖实例
公务员要管好自己的“两袋”“一带”
当选院士的规则还应该“进化”
犯众怒换座椅，犯官怒换床铺
“裸官”张曙光，滥权的“范本”
如此判案，就是把法律当儿戏
第四辑 深化改革促发展 制度的正常运行才是关键
把“教育蛋糕”做大，分好同样重要
公租房征民意不仅在设计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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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方案“冲刺”，越快越好
“用行动昭告世界”：是承诺更是自信
制度的正常运行才是关键
教育公平不能缓行
从校车安全条例到校车制度，要快马加鞭
建筑是看得见的历史
中国高校的投石问路之举
GDP增幅：“健康”地降下来也不容易
市场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偏好”
“双重标准”涉嫌歧视国民
国博办LV展览背后的逻辑混乱
就业“绿灯”破解毕业生流动的户籍限制
教育经费支出应避免集中于“橱窗”
高考作文应该回归常识
宏观经济数据应向市场主体扩大开放度
国情和国际标准中的利益“轨名堂”
状元的选择让内地一流大学“二流化”
香港高校“生源”抢夺战大胜的警示
京沪高铁：建了“阳关道”别拆了“独木桥”
可笑的“中国化”可乐并不可口
骆家辉“低调”赴任为何成热点新闻？

性教育：让孩子从正常渠道得到正常内容
由石油、银行业暴利看垄断的市场危害
刑诉法修正应体现文明的进步
“民间高利贷”折射金融市场价格扭曲
官员坐经济舱是“美国的价值观”？

刑诉法修改不应给“穿越案”判决留缝隙
中国赴美上市公司莫把华尔街当“忽悠街”
破解温州企业困境应用好“两只手”
没“被企业绑架”就不是“全球最差”？

既有结构下的“保增长”，不保也罢
速度不再是经济发展中唯一重要的事情
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经济战略转型？

指导性案例，不容忽视的司法制度变动
“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说明了什么？

康菲，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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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搭建让体面生活够得着的&ldquo;阶梯&rdquo; 6/5/2011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近日获批转。
这是一个指导今年经济工作，布局今年重点领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的诸多要求中，今年将&ldquo;择机实施居民用电阶梯电价&rdquo;引人关注。
这个要求意味着，传闻已久的&ldquo;阶梯&rdquo;价格，将于今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实行。
&ldquo;阶梯&rdquo;价格的实行，是以一个假设为前提的。
这个假设就是：居民的水、电、（燃）气的用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必需使用的，另一部分是非
必需使用的，也就是说，一部分是&ldquo;刚性&rdquo;需求，另一部分是&ldquo;弹性&rdquo;需求。
由此，必需的&ldquo;刚性&rdquo;需求的价格，处在&ldquo;阶梯&rdquo;的最低部；而非必需的所
谓&ldquo;弹性&rdquo;需求价格，则随着需求&ldquo;弹性&rdquo;摆动幅度的加大，要不断攀升价格
的&ldquo;阶梯&rdquo;。
这样，通过价格的杠杆，来控制和限制非必需的&ldquo;弹性&rdquo;需求的需求量，以此来达到节约
资源的目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假设，&ldquo;阶梯&rdquo;价格的设计，就没有了&ldquo;合法性&rdquo;，就成了水、
电、气变相涨价的一个噱头。
那么，什么是必需的&ldquo;刚性&rdquo;需求，什么又是非必需的&ldquo;弹性&rdquo;需求，标准谁来
定？
此外，必需的&ldquo;刚性&rdquo;需求量是多少，确定这个量的标准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必要在实行&ldquo;阶梯&rdquo;价格前就搞清楚。
否则，&ldquo;阶梯&rdquo;价格也一定会成为垄断供应商涨价的代名词。
在今日中国居民之构成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过&ldquo;紧日子&rdquo;和&ldquo;窘日子&rdquo;
的人，应该在一半以上。
可以说，现今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习惯，仍然深刻烙印着物质紧缺年代的生活习惯。
挥霍、浪费，或者大手大脚、一掷千金，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而言，也仍然只是传媒上的传说。
甚至一些被揭露出来的&ldquo;巨贪&rdquo;，虽然花起公家的钱来毫不痛惜，搂起不属于自己的钱物
来也豪爽大方，但是，一旦钱物归己，不也是难改匮乏年代形成的习性，&ldquo;外表朴素&rdquo;，
抠门吝啬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今居民对水、电、气的需求量，基本上就是必需的&ldquo;刚性&rdquo;需求量。
无疑，把最低&ldquo;台阶&rdquo;搭建得低于这个量，其实与涨价无二。
不能认为人们的脸蛋鼓了、腰围粗了、信用卡多了，其挥霍宝贵资源的嫌疑就大了，浪费的习惯就养
成了。
实际上，即使是水、电、气的现行价格，甚或把这个价格再下浮一些，那些没有经历过物质供应紧缺
年代的年轻人，由于房贷、子女教育以及不断上扬的物价的压力，也绝不敢浪费通过自家管线流出来
的资源。
水、电、气&ldquo;阶梯&rdquo;价格的基础部分，应该采取&ldquo;量化宽松&rdquo;的标准。
宽松的基础部分之外，其价格不妨陡生。
当然，&ldquo;量化宽松&rdquo;，并不是&ldquo;松&rdquo;得没了标准，其底线应该是让居民能够过上
一个体面的生活。
体面生活，就是进门洗手，便后冲水，衣着干净，窗明几净；就是在高温时节可用空调降温，在寒冷
日子可以加温取暖；就是劳作一天后可以冲个澡，在静夜里有明亮的灯光伴读总之，就是不能让人们
跨进自己的房门之后，活得猥琐不堪，一使用点&ldquo;自然资源&rdquo;，就心怀焦虑，盘算着自家
的合法收入是否足以应付自己体面的生活。
&ldquo;阶梯&rdquo;价格的实行，应以居民体面生活为基础。
小康社会也好，和谐社会也罢，在一个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的国家里，人们有理由生活得更舒
心、更畅快，有理由过上一个富而不奢的体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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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评论员）80%的小康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12/22/2011昨天的几则消息引人关注。
一是有媒体报道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这个数据显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在2010年已经达到80.1%，比2000年提高20.5个百分
点，平均每年提高2.05个百分点。
以此平均速度，到今年底，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至少应该达到82.15%。
因为从今年的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来看，2011年中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提升的百分点应该高于以
往10年的平均数。
小康社会实现程度82.15%，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这个数字，意味着最多在10年以内，中国将百分之百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
这个数字，也契合了今年年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所述：到2020年，中
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则消息是，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大会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PM2.5和臭氧监
测&ldquo;四步走&rdquo;的时间表。
按照这个时间表，明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将开始PM2.5和臭氧监测，至2016年，中国所有地方都要
实施上述监测并向社会发布监测结果。
周生贤对此解释说，环保部门必须避免监测数据和群众感受&ldquo;两张皮&rdquo;问题的出现，不能
让人民群众遭受污染之害，而监测数据自说自话这其中官方&ldquo;数据&rdquo;与公众&ldquo;感
受&rdquo;&ldquo;两张皮&rdquo;的提法耐人寻味。
第三则消息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赵家荣日前表示，2011年初确定的全年节能减排目标
难以完成。
根据发改委的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单位GDP能耗仅下降1.6%；而根据发改委在今年3月公布
的2011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目标，单位GDP能耗的下降值应该在3.5%。
显然，在距离今年结束还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要完成3.5%的年度目标，已经没有任何可能。
还有一条消息来自欧盟。
该消息说，欧盟在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下，还是于昨天&ldquo;悍然&rdquo;宣布从明年1月1日起开始
征收国际航空碳排放费&mdash;&mdash;亦即人们所谓的航空&ldquo;碳税&rdquo;。
这个从天而降的税种，对中国而言，不啻饱汉子从饿汉子的碗里抢食。
上述几则消息，都与中国公众的生活质量有关。
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有关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在去年就已达八成的消息。
小康社会，当然要有一些&ldquo;硬&rdquo;指标。
国家统计局把这些&ldquo;硬&rdquo;指标分解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
育、资源环境六个方面。
按照小康社会的&ldquo;硬杠杠&rdquo;（此既定标准应该为公众所知晓），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分解后
的数据为：&ldquo;经济发展&rdquo;的实现程度已经达到76.1% ，&ldquo;社会和谐&rdquo;的实现程度
为82.5%，&ldquo;生活质量&rdquo;的实现程度为86.4%，&ldquo;民主法制&rdquo;的实现程度为93.6%
，&ldquo;文化教育&rdquo;的实现程度为68%，&ldquo;资源环境&rdquo;的实现程度为78.2%。
不难看出，这其中，&ldquo;民主法制&rdquo;的实现程度最高，&ldquo;文化教育&rdquo;的实现程度最
低。
不过，略为遗憾的是，这些百分比数据所比对的标准目标值为多少，人们不得而知；而且，得出这些
统计数据样本的调查范围、被调查对象的地区分布以及人员构成等基础性资料都没有披露。
当然，&ldquo;硬&rdquo;指标之外，小康社会也肯定不是全由&ldquo;数据&rdquo;构成的。
这也是有的地方政府屡屡强调&ldquo;幸福感&rdquo;的原因所在。
&ldquo;幸福感&rdquo;，关键在于&ldquo;感&rdquo;。
只有&ldquo;幸福&rdquo;的数据，没有那个&ldquo;感&rdquo;，最终也还是没有&ldquo;幸福感&rdquo;
。
当然，还有的地方，把&ldquo;幸福感&rdquo;也搞成了数据。
可这就如同&ldquo;因为幸福数据，所以有幸福感&rdquo;的自说自话，公众不买账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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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评论员）让GDP增长促进经济福利净增长 3/29/201128日，工信部公布&ldquo;十二五&rdquo;
期间和今年工业节能减排四大约束性指标，明确2011年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和
用水量这三项指标同比要分别降低4％、4％以上和7％左右，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要提高2.2个百
分点。
这个指标，是对&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中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分解和落实。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在&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要达到的一系
列节能减排目标。
与此相对应，工信部公布的&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节能减排四大约束性指标是，单位工业增
加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用水量分别要比&ldquo;十一五&rdquo;末降低18％、18％以上和30％，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要提高到72％左右。
在接下来的5年里，实现这些目标，任务可谓艰巨。
完成这个指标，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力促经济结构转型，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扩张服务产业，发展新
业态，培育新热点。
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经济增长在原有的结构中打转转，那么，中国要完成上述指标，是根本不可能
的。
应该明确的是，降低能耗、排放和污染指标，当然不意味着降低经济发展的指标。
在今年和整个&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既定的经济发展指标不仅不能降，而且还要保质保量地维
持在高水平。
这也正是实现上述节能减排指标的难度所在。
可以说，能否完成这些指标，是经济结构转型是否顺利的标志之一。
完成上述节能减排指标，许多地方的发展思路、尤其是各级决策者的思维和思路都要有所改变。
首先要改变的就是GDP唯上的思维定势。
实事求是地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其过程确能给人一种轰轰烈烈的感觉。
许多人喜欢以至沉迷于这种所谓&ldquo;干事业&rdquo;的方式，追求在短短几年任期内就能够见物、
见效的所谓发展，对需要费时、费力、需要协调矛盾、决定取舍的调整、转型，对事关百姓的长远发
展、事关后代的千秋大计不感兴趣，心生抵触，能躲则躲，能拖则拖，以致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喊了
三十多年，其结果是结构的扭曲程度缓解不大，有的领域和行业的扭曲度更甚以往。
思维不变，思路不改，用什么实现节能减排的指标？
近闻中央相关机构正在根据不同地区和部门的自然资源和工作目标等不同情况，制定指标不一的领导
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希望这样的措施可以为领导干部思维和思路的改变增加一些有利的因素。
为什么要在保持GDP增长的同时，要把能耗、排放和污染降下来？
说到底，就是因为GDP的增长值并不等于经济福利的增加值。
在能耗、排放和污染居高不下的情况下，GDP不顾一切的发展，带来的很有可能是负数的经济福利。
这就是说，GDP的价值，还抵不上治理其带来的&ldquo;后遗症&rdquo;所需的花费。
由此，那些为了自己任内几年的政绩而耗尽了无数后代的资源、留下万劫不复的环境的人，哪里还是
什么GDP增长的功臣？
把GDP增长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的同时，把能耗、排放和污染降下来，这当然不仅仅是领导干部主
导GDP发展的政绩，与百姓总体经济福利增长之比值大小的问题，更是当下这几代中国人在这个地域
之内，是否注意到了代际公平、并且为后代预留了合理的发展资源和环境的问题。
(光明网评论员)&hellip;&hellip;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明网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