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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记者的职业尊严

龙门 站ee
全民保“胃”战，谁是主力军？

■微论撷英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更要紧的，是从各个层面，保证记
者履行追寻正义与真相的天职，使记
者能够将真实的报道、客观的意见提
供给读者，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上周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报

道：洛阳警方经缜密调查，端掉了两
个假冒记者实施敲诈的团伙，22名
嫌犯悉数落网，查实作案 40 余起，
涉嫌诈骗200余万元。

200余万元，不算小数目，让不
少人感叹这帮人“真是神通广大”。
可谁能想到，打着“中国新闻通讯
社”“中国民意调查网”的旗号，运
作得有模有样的“国字号媒体”，
竟由两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在
掌控？

一纸来历不明的“介绍信”，一
个看起来很有来头的“头衔”，让假
记者们有恃无恐。问题是，一次次
地发现有猫儿腻，一次次地遭到敲
诈，为何有的单位还是心甘情愿掏
钱打点？案发后，为何有的受害
单位宁愿吃哑巴亏，也不肯出面
指证？

8000元就能制作一家“国字号
媒体”，3000元就可买来一个“地方
站”权限——假记者横行，看似跟

“假”的门槛降低有关，但也不禁让

人想起一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心里没鬼，别说是假记者，就算
遇到真记者，又有啥好担心？

就在 8 日，我们迎来了第十五
个记者节。无疑，受到假记者伤害
的，不只是那些被敲诈单位，还有记
者职业的尊严与公信力。

是啊，一边是一群怀抱新闻理
想的人，为了真相与正义，不怕艰难
险阻，不怕严寒酷暑，奔波在探寻事
实真相的路上，守卫着记者职业的
荣耀与尊严，一边却是一群心怀叵
测、利欲熏心的人，假记者之名行敲
诈之实，怎能不令人忧心？

要守住记者的职业尊严，打
击假记者是必须的。更要紧的，
是从各个层面，保证记者履行追
寻正义与真相的天职，使记者能够
将真实的报道、客观的意见提供给
读者，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如果记
者的这个职业特性能够得到充分
尊重，这个职业的明规则能够大受
推崇，自然就会让不尊重规则的
从业者无法生存，让假记者毫无
市场。

近日，我市科研人员发明的瘦肉
精检测卡登上了央视的《我爱发明》栏
目。其使用方法便捷，普通人可在家
中自行检测。对此，众网友有话说。

像这样便民的好东西，@白小宁你
好可爱希望“多多益善”：要是家家有，
以后瘦肉精就无处可藏了！@一页西
国更现实：明年什么时候能开卖？价
格怎么样？不会太贵吧？

在欣喜之余，@继承人杜齐表示
“备感压力山大”：又多了一笔开销。瘦
肉精这么可怕，还是买个检测卡放心！
@lvming36直呼“买买买！”：必须买，而
且得多买几个送给亲戚朋友，谁不希望
能有个这样的宝贝？@洛阳好备T也
说：花钱是次要的，健康最重要！

面对使用方法便捷的瘦肉精检测卡，
@天秤座的奶茶打趣：以后人人都是质检
员了！检测食品安全的责任都落到了老百
姓身上，应该给大家发工资！@月朗昌谷
认为这都是被逼出来的：仔细想想，这是我

们社会的悲哀！如果商家都凭良心做事、
相关部门全力以赴，消费者还用天天提心
吊胆，费这么大的劲吗？@猫的嫁衣补充：
动辄就发布各种注意事项、消费警示、辨别
方法，还不如加强一下自身工作。

然而，在@安徽无为人王岳勇和赢博
看来，推广使用瘦肉精检测卡并不是对监
管部门的不信任，而是件好事：应鼓励市民
在检测中发现问题并及时上报，形成市民
和监管部门联动机制，确保食品安全。@
刚毅de青松则说：虽然群众知识水平普遍
都高了，但面对同样花样翻新的“明枪暗
箭”，谁又能保证自己不会看错呢？

持中立态度的@陕西冯燮站出来
说：食品安全是个宏大的工程，消费者
自己把关固然必要，但不能因此就放
松监管。与复杂多变的安全事故相
比，消费者不可能都有“火眼金睛”。@
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建筑工程师表示
赞同：监管部门加强检测为主，消费者
自检为辅，双保险！ （王斌）

不知道这是公车私用。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相关负责

人透露，该区城市管理局一大队二中队
队长谈征峰用公车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被党内严重警告并撤职处分。他在现场
被查获时竟然这么说

造假的主要目的在于“升官”，正如坊间戏
言，“干部职务越升越高，年龄越来越小”。我
们曾发现，一位拟提拔的干部如果按档案上的
年龄推断，两岁就已经读小学一年级了。

——从事组织工作已20年的南昌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