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2.1％的受访者感觉近年来互相串门的越来
越少了，46.5％的受访者更愿意去饭店招待
来访客人。工作生活压力大、网络社交平台
发展、变得宅了被认为是“不爱串门”的主
因。71.1％的受访者认为这会导致人际关系
越来越淡。（新华网）

事件回放

议论纷纷

串门少了

对于串门，我们可以怀念，怀念过去
那种邻里一家亲，东屋西屋随便进的岁
月。但也没必要过度留恋，总想着继承和
恢复串门的传统。社会在发展，人们的交
流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就像打电话代替写
信一样，这都是时代的发展必然，没什么
好过分担忧的。

——于静
即便我们完成了城镇化的进程，但是

串门的优良传统却不能丢。见到自己的邻
居问个好，打个招呼，找个理由邀请对方
来家里坐坐，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却完
全有望掀开城市人际关系的新篇章。

——苑广阔
关于这一现象，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串门少了以后，用什么来代替？串门虽然有
些缺陷，但仍不失为一种健康的，充满人情
味的人际交往方式。

——周云

清扫车上路也需要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不能随意闯红灯“任性”
地行驶。而近日在南京，一位清扫车
驾驶人却坚持认为自己违反信号灯规
定通行，是在执行洒水“公务”，对交
警违法曝光不认可，并不断拨打
12345 要求撤销曝光。（《扬子晚
报》）

类似情况并非少见，在各种“执
行公务”车上也能反映出来。但实际
上，遵纪守法是“执行公务”的底
线。洒水车“执行公务”也不能“撒
野”。交通安全不看你是不是“执行公
务”，事故也是不管你是不是在“执行
公务”，谁违反了交通规则，随时都会
招来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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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信被公开 到底谁来管

教师买菜被通报
不能止于撤销

□朱 丹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谢先生没有
想到，因为一封“投诉举报信”，一夜之间
他成了火遍网络的焦点人物。（详见昨日本
报22版）

因为受到广告语的诱导，购买食用了旺
旺雪饼，但是并没有发现自己运气变好，广
西的谢先生写了一封实名投诉举报信，却不
想，这封实名投诉举报信却被发到网上。

寄送给相关部门的投诉举报信，公然出
现在网络上，而且没有进行任何的技术处
理，这样的行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到底是
谁泄露了这封举报信，显然需要一个法律解
答。

更为费解的是，谢先生将此事举报至江
南区纪委监察局，江南区纪委监察局给出的

答复是，此事不属于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能范
畴，应该通过法律维权。可是谢先生向南宁
市明秀派出所反映，得到的答复却是“你的
情况，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只能去当地
的监察部门进行检举投诉或者去法院起诉”，
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俨然成了无人问津的

“无头案”。
此事真的不属于纪委监察局和公安部门

管辖吗？首先，这封举报信是寄给当地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的，保护举报人隐私，不仅是
法律规定，也是纪律要求，结果这封信却出
现在网络上，被公之于众，而且成为奚落嘲
笑的对象，这样的结果，作为纪检监察部门
难道不应该对这种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吗？

还有，作为公安部门，有着保护个人隐
私不被侵犯的责任，可是面对举报人信息被
公之于众，举报人备受骚扰和嘲笑的处境，
却无动于衷。没错，涉及国家机密的泄露和

黄赌毒内容的网上传播才是公安机关的受理
的重点，但是个人隐私泄露，很可能被一些
不法分子利用，继而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
为，可能给举报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很多
诈骗案件不都是从一条隐私信息泄露开始的
吗？难道公安机关就不能防患于未然，及早
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吗？难道非要等到举报
人遭受经济损失才去受理？这显然是一种懒
政和不作为的行为。正是由于相关部门踢皮
球，才导致“公开举报信”成为无解。

“公开举报信”不是一个简单的疑问，
其中不仅可能涉及违规违纪，还涉及违法，
因此，需要一个法治化的解答。随意泄露和
公开举报人信息，今后谁还敢进行举报？相
关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此
事进行彻查，依法依纪追究相关单位相关人
员责任，切实保护公民隐私权。不能让“公
开举报信”，成为法治时代的一个无解难题。

□张玉胜

近日，一份由宁化县直机关工作委
员会签发的通报，在网络引发热议。通
报中称，该县两名小学老师，因为“在
占道经营摊点买菜”，在全县被通报。
10月 26日上午，宁化县委县直机关工
委针对此事公开回应，承认“部分要求
过于生硬”“通报方式不妥”，撤销上述
处理决定。（《新京报》）

应该说，当地县直工委的“通报”批
评并非无据可考，其文件支撑就是宁化
县委出台的《关于机关党员干部在城市
管理中严格遵守“三带头八不准”行为规
范的通知》，且其中也明确载有“一经查
实，一律通报”的字样。而所谓“八不准”
的第一条即为“不准在占道和流动摊点
买菜、就餐等购物行为”。由此说来，县
直工委也不过是在照“章”办事，抑或是
代人受过。真正需要反思和汲取教训
的，当为执行者背后的决策者。

治病需要查根究源。处置失当“通
报”必须首先检视其所遵循的决策依
据。透过“不准在占道和流动摊点买菜、
就餐等购物行为”的禁令，人们不难窥测
其不合情理和有悖法规的“用力过猛”之
处。道理很简单，消费者并无鉴别违章
经营的义务。公民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扮
演多重角色，其在选购商品时只是一名
普通消费者，不负有鉴别对方是否属占
道经营的责任。“不准在占道和流动摊点
买菜”的规定，显然是对公职人员负担的
不合理加码，也是对公民正当消费权利
的不当干预。

一个有悖常理和并无法律依据的奇
葩规定，缘何能顺利成文并被付诸实施，
究其原因，其病根就在于对践行法治和公
权约束的认知缺位。“不准在占道和流动
摊点买菜”，明显缺乏对消费者权利的基
本尊重，也是对政府部门履职不力和监管
失效的责任推卸，当属对公权力的滥用行
为。

规避先“通报”后“撤销”的行政
尴尬，必须恪守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
学会善待与制约公权及尊重与保障私
权，尤其要防止越权决策和滥用红头文
件。只有将“通报”建立在决策正确无
误、案由证据充分、批评经得起质疑的
基础之上，才能确保其严肃性、震慑力
及公信度。

□谭 敏

为进一步科学配置公厕男女厕位比，
解决女性如厕排队时间过长问题，上海在
位于浦东新区的一片公共绿地内试点建造
上海首座无性别公厕，即没有性别限制的
厕所，预计将于下月中旬正式投用。（澎湃
新闻网）

在景区、车站、商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
经常会出现女厕排长队、男厕无人使用的情
形，无性别公厕可以科学配置公厕男女比
例，减少等候时间，提高使用效率，是一件
好事，也体现出了城市管理的精细化和人性
化。

可是，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担心，无
性别公厕会不会容易引发犯罪？会不会让
人觉得很尴尬？试想一下，确实如此。一
旦内急，又需要排队等候时，男女混在一
起，不自在是人之常情。但仔细想想，我
们在火车和飞机上，使用的也都是无性别
公厕，这种尴尬好像并不存在，也不会让
人产生是否会引发犯罪的担忧。为什么
呢？其实跟两个因素相关，一是公厕单间

全封闭。这样不会有隐私泄露的危险，也
减少了尴尬。而一般的公厕为了通风采光
的需要，总是在上下留有一定空间，密闭
性不够，就难免让人担心会不会有人窥
视。二是设在人流量很大的公共场合。这
样的地方需求更大，而且来来往往的人很
多，犯罪可能性减少了，安全感自然就增
加了。

当然，可能一急起来，大家也顾不上
那么多。不过，既然“公厕革命”是满足
人们追求更加卫生、便利和舒适化的如厕
需求，也是作为城市文明的细节体现，那
么，在无性别公厕的设计和选址上，不妨
做更精细化的考虑。个人认为，不宜选在
环境虽优美、但人流量不足的公园和绿地
内，一是没那么大的需求；二是容易造成
安全隐患；反而是人流密集的景区、商
场、车站等地方更合适。此外，无性别公
厕的设计应该跟传统封闭式的公厕不同，
如厕区尽量全封闭，等待区尽量全公开，
这样才能减轻男女同厕时心理的不适感，
也更加安全。

无性别公厕 怎样才能减少尴尬

□杨朝清

近日，一篇题为《四川最穷的地方有多
穷？孩子十年没吃过肉》的网帖被广泛转
载，引发不小波澜。文中称，四川大凉山的
孩子十年都没吃过肉，有孩子7岁了还没洗
过一次澡，成为全国热议话题。凉山州教育
局回应，称这是一篇东拼西凑的假消息，故
意抹黑凉山，歪曲事实，内容纯属造谣。（《华
西都市报》）

在一个盛行蜻蜓点水“浅阅读”的时
代里，读者很容易被添油加醋、无中生有
的自媒体牵着鼻子走。营销并无原罪，炒
作无可厚非。然而，一些总想闹出点动
静，将踩钢丝作为“生财之道”的自媒
体，擅长于夸大其词、喜欢榜名人甚至敢
于弄虚作假；他们的欲望号街车想开到哪
儿就开到哪儿，哪管舆论场域的“一地鸡
毛”。

“穷到十年没吃肉”让这家自媒体赚
足了眼球，刷足了“存在感”。为了短期的

“钱景”，一些自媒体宁可舍弃长期的“前
景”。可是，为此支付代价的，却是大凉山
地区社会形象的损伤，以及对地方为消除
贫困所做出努力的不认同——在社会信任
缺失的当下，无中生有的“穷到十年没吃
肉”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阴暗想象”和

“丑闻思维”，让大凉山“躺着也中枪”。
“穷到十年没吃肉”的恶俗营销，就

是典型的损公肥私，损害了公共利益，肥
了自己的腰包。热衷“上头条”、迷恋“以
小博大”，一些自媒体依靠剑走偏锋迅速地
实现了利益套现。可是，自媒体不能成为
法外之地，不能任其“野蛮生长”。只有提
升违规成本，让恶俗营销得到有力的惩
戒，才能让自媒体“有机生长”。

对于这些喜欢打擦边球、不走寻常路
的人们来说，暂停更新、永久关闭自媒体
账号只能“治标”，他们可以“改头换面”
然后重出江湖。只有让这些投机者感到

“肉疼”，恶俗营销才会减少，自媒体才会
大浪淘沙，拥有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净化
的环境。

苦难经不起自媒体恶俗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