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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夜游龙门
不该为交通发愁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6月 28日
凌晨，俩外地女孩儿夜游龙
门后搭便车返回市区。不料
途中便车变贼车，车上男子
将二人带至一偏僻处。后幸
得民警相助，两名女孩儿最
终脱险。（见本报昨日A13版
报道）

多亏俩女孩儿路上及时
报警，多亏110连线时加以引
导，多亏民警迅速出动进行搜
寻，多亏女孩儿路遇好心司机
告知她们所在的地点……这
一系列的“多亏”，最终让两名
女孩儿安全返回。不过，如果
这些“多亏”少了一个，后果就
让人不敢想了。

俩女孩儿大半夜敢坐陌
生 人 的 车 ，确 实 有 些 太 大
胆了。不过，假如当时有公
交车，或是能较方便地打到
出租车，估计她们也不会在
僵持了很久后，才经不住“邀
请”上了车。

确实，不要说外地游客，
就是本地市民，夜游龙门后

怎么返回，恐怕也是个事儿。
对这个问题，有关方面

确实已经想了办法。比如，
公交集团增开了 3 条公交
线路，末班车返回市区的时
间定在 23 时。不过，公交
车的班次和末班车返回的
时 间 ，外 地 游 客 清 楚 不 清
楚？万一有游客“晚点”了，
又该咋办？

当然，为个别游客多发
一班公交车，或是“强制”出
租 车 定 点 守 候 ，都 不 太 现
实，可这并不代表工作不能
做得更细点。比如，能否与
景区加强合作，在售票时就
告知末班车时间？能否在
售票厅留下“电召”出租车
的服务电话？

夜游龙门是洛阳旅游
的一大亮点，“一步一重天，
一夜一千年”的审美体验别
处难寻。让游客不为交通
问题犯愁，不但关乎这个项
目的推广，而且关乎洛阳旅
游的整体形象。针对这个
问题，有关部门需要好好想
一想。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 近日，
一组关于云南丽江小学
生吃江水泡饭的照片走
红网络。图片发布者随
后表示网友对微博信息
存在误读。永胜县教育
局也证实，当地东山乡
连旱 5 年，百姓生活艰
苦，但政府首先解决了
学校学生吃饭、饮水问
题。另外，学生有吃油
茶泡饭的习惯，即使学
校烧的有开水，不少学
生还是会接冷水喝。（7
月3日《深圳晚报》）

小学生、江水泡饭，还
有污浊的背景……这是一

组令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
的照片。同情与悲悯，愤
怒与恨意，顷刻被这组照
片点燃。

在微博热转、媒体热
议后，第一传播者随后表
示网友对微博信息存在
误读，因为当地“三餐有
菜有肉”，而且“江水是经
过沉淀的”。但在仔细阅
读微博原文并查看原图
后，我们哪里看得出“肉
菜”，又哪能看到丝毫正
面的信息？

不能不说，这种选择
性的传播法则，显然是公
众情绪被点燃的根源。

“江水泡饭照”到底想
表达什么？这是一个现

实问题。在这个碎片化
传播的年代，自媒体也是
公共媒体，舆论监督的资
源是有限的。我们不能
说研究“泡饭”的习惯究
竟有没有意义，也不能说
这种疑似炒作的方法一
定不会带来社会的关注
或支援。只是，对公民社
会而言，这显然是件值得
警惕的事情。

客观关注弱势群体、
如实记录社会现实，这是
我们思考并解决问题的基
本前提。“江水泡饭照”起
码让我们知道，新闻媒体
必须遵循新闻伦理和新闻
道德，随手拍、随手发也不
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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