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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清的羊”揭露补贴制度短板

□孙建磊

随着一盏走马灯被点亮，手持木
掀的小人在灯屏上一上一下扬粮食，
两个手持大锯的工人在做木工……这
盏被收藏了30多年的走马灯，出自
市民曹东亮之手。然而，言语之中，
62岁的曹东亮老人担心制作走马灯
的手艺会失传。（详见昨日本报08版）

曹东亮老人的担心，个人感觉多
虑了。为什么？因为走马灯既好看又
好玩，深受大家的喜爱。

“走马灯者，剪纸为轮，以烛嘘
之，则车弛马骤，团团不休，烛灭则
顿止矣。”首先，与各种式样的现代
花灯相比，走马灯更生动、更奇特，
蕴含着更多的智慧与技巧，更能吸引
充满好奇心的孩子。现实生活中，这
盏 30 多年的走马灯，也点亮了每年
的元宵节，始终得到孩子们的喜爱。

其次，走马灯历经千年，生命力
旺盛。据相关史料记载，走马灯起源
于隋唐，盛行于宋代，至清代，仍盛
行不衰。“马骑人物，旋转如飞。”

“纷纷铁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
年。”即使到了今天，走马灯依然受
到人们的喜爱。曹东亮的双胞胎孙女
喜欢，就是明证。

走马灯，自身够好，又有市场，
还有曹东亮等人的痴迷，一定能传承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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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女孩”事件 不能一笑而过

□李小将

2月19日下午，三名男子在澧河里
放鞭炮，他们还把鞭炮扔到河中的小岛
上。在引燃小岛上的植被后，三名男子当
即驱车离去。（详见昨日本报05版）

按照烟花爆竹有关规定，燃放鞭炮时
应当选择空旷、安全的地方，不得以危害
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
花爆竹，但这三名男子对禁令置若罔闻，
尤其当一位行人试图对他们的这一行为加
以劝阻时，三人不但不听劝，反而“威
胁”行人，依然我行我素，这是任性之
一。当引燃植被后，三名男子不是想办法
灭火，而是当起了“逃兵”，驱车溜之大
吉，这是任性之二。万幸的是，火势并不
是太大，很快就被有关人员扑灭了。

每逢春节，全国各地因燃放烟花爆竹
不当引发的火灾事故时有发生，希望通过
这些事故，能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为了
他人安全，还是少放或者尽量不要燃放烟
花爆竹，真要燃放烟花爆竹时，一定要选
择空旷、安全的地方，不要像这三名男子
任性。

别让猜灯谜成为“搜灯谜”
□徐剑锋

元宵节前，各类猜灯谜活动频现，让市民
感受到意犹未尽的年味。记者走访发现，在如
今的猜谜现场，老习俗遇到了新状况。不少年
轻人都拿着手机上网搜答案，猜灯谜，比拼的
不是智力和知识储备，而是手机的性能和上网
速度的快慢。（2月22日《太原晚报》）

一条小小的灯谜中，蕴含着诸多传统文
化元素。猜灯谜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既需要公众对中国文字有深入的了解，还得
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加以思考、联想、分
析、归纳，是一种喜闻乐见的益智方式、逗
趣途径。所以说，开展猜灯谜活动，不仅为
提升全民文化内涵、知识储存提供了极好的
契机，而且在“寓教于乐”中加强互动交
流，可以进一步充实生活、开阔眼界，不断
增进文化自信。

置身于“互联网+”时代，随着手机、电脑
的全面普及，许多人寻找答案首先想到的是网
络搜索。在这样的语境下，猜灯谜很大程度上
也会演变成“搜灯谜”，竞猜现场比拼的不是脑

力、看谁猜得准，而是“手力”、看谁搜得快。
某种意义上讲，依靠“搜网”猜出谜底也是一
种变相的“舞弊”。笔者认为，就算是得到了答
案、拿到了奖品，也很难体会到自己独立冥思
苦想而收获成功的喜悦，就更别谈增智健脑
了。追根溯源，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一方面
是活动组织者不会自己编制灯谜，图省事喜欢

“拿来主义”找谜面；另一方面，现在会猜灯谜
的人越来越少，再加上网络社会习惯于“搜一
搜”，从而使思考的欲望在弱化，思考的能力在
蜕化。久久而之，难免会患上过分依赖“度
娘”帮忙的“病症”。

猜灯谜是一项智力游戏，拼的应该是动脑
能力，而非动手速度。对公众来讲，尤应深刻
理解灯谜文化的真正内涵，在活动参与中多一
些动脑益智，少一点投机取巧，毕竟乐趣比奖
品更为重要。同时，要让博大精深的灯谜文化

“避网而生”，关键在于强化原创精神。俗话
说：“事事皆可入谜”，灯谜的内容可说是无所
不包，对活动组织者来讲，应结合节令特点、
区域特色、工作特征来制作谜面，同时在竞猜
现场向公众传授一些猜灯谜的技巧，让传统游
戏也能焕发青春活力。

2月21日，在江苏省徐州市，一
位年迈的环卫工老奶奶把大街上的纸
屑和垃圾清理完毕后，疲劳地坐睡在
路旁的电动三轮车座位上。（2月22
日人民网）

点评：向勤劳敬业的环卫工致敬。

放鞭炮 莫任性

2月 21日，武汉动物园狮虎园
旁的众多竹子上刻满了游客的名字
或“到此一游”等之类的字样。武
汉动物园工作人员对此表示无奈，
称放置警示牌、经常劝阻仍无济于
事。（2月22日人民网）

点评：游玩，请把文明留下。

□陈广江

春节前夕，有网名为“想说又说不出
口”的网友在上海某网站发表《有点想分手
了……》，称自己是上海女孩，春节前去“男
朋友”家乡江西过年，被第一顿饭“吓一
跳”而逃离江西。网帖在春节期间成为网络
口水的热点。据长沙晚报官微21日报道，最
新消息称，网络部门透露“上海女孩逃离江
西农村”事件从头至尾均为虚假内容。（2月
21日中新网）

尽管迟了些，但真相终究未缺席，多少
给人一点欣慰。虽说“事后诸葛亮”式的追
问不受待见，但我们终究无法一笑而过。吊
诡的是，指出谁该反思很容易，比如广大网
友、新老媒体、相关部门等，特别是那个莫
须有的“江西男友”；但谁来为这则彻头彻尾

的假新闻承担责任，却是一个无法具体落实
的问题。

有人说，事件引起了社会对爱情与现实
的讨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不能全盘否
定。这种说法值得警惕。真实性是新闻的生
命。建立在虚假新闻事件上的讨论，越激烈
越深刻，越显得无聊透顶，越具有潜在危害
性。每个讨论者都是基于个人经验进行想象
甚至夸张，农村就是这么被误读的，社会就
是这么被撕裂的，自媒体的诚信就是这么靠
不住的。

更令人警惕的是，这种假新闻诞生很容
易而辟谣成本很高，甚至很难追责。徐某某
只是发帖宣泄不愿去婆家过年而独留家中的
情绪，本身并无恶意；网友和媒体也无恶
意；就连“江西男友”也只是借机阐述观点
而已，很难证实其主观恶意。都无恶意却诞
生了天大的假新闻，相关部门忙活半个月才

辟谣，代价过于沉重。有专家认为，此事突
破的是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潜台词是要追究
法律责任。其实，除非证实事件有幕后推
手，否则对自发形成的虚假话题新闻难以追
责。

除了呼吁网友再冷静、理智一点，相关
部门辟谣的能力再强一点、速度再快一些，
最重要的还在于新闻媒体的打铁硬功夫。在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主流媒体更须时刻
绷紧“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这根弦，切实
提高新闻舆论的引导力和公信力。“上海女
孩”事件自始至终都疑点重重，但少数主流
媒体被自媒体牵着鼻子走，急于发声而轻视
了求证，实不应该。

有什么样的媒体，就有什么样的公民。
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需要在澄
清谬误、明辨是非方面下足功夫，惟其如
此，才能真正发挥媒体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陈志通，厦门某计算机公司职
员，江湖人称“夹娃娃大神”。3000
多只娃娃都是这半年他从厦门各大
商场的夹娃娃机夹回来的。据说，
为了避免家里娃娃继续“泛滥成
灾”，他现在轻易都不出手了。（2月
21日《法制晚报》）

点评：行行出“大神”。

□堂吉伟德

省、市两级政府对养羊户都有一定的补
贴，记者在调查靖边县几个养羊场时发现，对
外宣称拥有万只的养羊场，却只有几百只羊。
面对记者质疑，靖边县畜牧局局长田文涛说：
羊是流动的，谁能数得清。（2月21日《华商报》）

“田局长家的羊”究竟有何种利益关链，
恐怕不能仅限于“记者曝光”，相关部门应按图
索骥，参与调查，还原事实真相。一句“羊是
流动的，谁能数得清”的解释，将农业补贴的
制度短板暴露无遗，也由此揭开各种骗补乱象
的冰山一角。

铁打的半圈，流水的羊，其间确实存在诸
多不确定性。不过，羊的数量却不同于飘舞的
雪花，“一片两片三四片，落入草丛都不见”。
面对记者的追问，靖边县畜牧局局长田文涛的

“数不清”的“真情告白”，却又是真实存在的
行业生态。究竟是万只还是几百只，有的时候
凭的不是事实，而是“由谁核准”。只要有需
要，几百只也可以变得万只，反之，即便有万
只也可能难以获得补助。发不发给谁，谁来

发，怎么发，似乎没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一
切都如何“数不清的羊”一样，充满着各种变
数和不确定性。

虽然流动的羊很难数，但并非就不能数，
或者说数不清。好的制度，可以起到釜底抽薪
的作用，即便不进行清点，也可以让羊的数量
变得一清二楚。其实就制度本身的设计来看，
有预先公告，有政策解释，有补贴对象的确
定，有补贴后的信息公开，只要做到了程序透
明和过程公开，同时对各种意见进行虚心倾
听，对各种举报和投诉认真解决，那么“羊的
数量问题”就完全可以迎刃而解。关键是，羊
的问题好解决，人的问题却难以厘清。若是不
能限制权力的滥用和监管的虚置，那么“数不
清的羊”就会成为骗补最好的机会，也会成为
逃避监督和处罚最好的理由。

故而，对各种支农补贴资金进行改革，在
整合资源提高效率的同时，还应完善项目实施
的程序，进行严格的监督，在做到程序公开透
明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监督机制，让
实施与监督进行分离，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已成当务之急。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