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情播报

14 责任编辑：白灵 组版编辑：王斌 校对：戴小玲

2018年12月26日 星期三在线

舆情观察

市委书记递纸条后，多人被停职！

事件现场

湖北仙桃市电视问政节目直播现场：

莫让“问政形式”成为“形式”

电视问政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政府部门和政务行为

在一些人眼中的神秘感，外界对权力运行方式的错误揣测会

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它让官员与群众可以通过电视媒介

实现面对面交流。官员的语言、语气乃至表情，都会成为政府

形象的一部分，这显然对官员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种

占着位置不做事的庸官，在电视问政中就会暴露本相。如果

其确实无力为人民服务，也会被问责乃至淘汰。由此，行政队

伍中就更容易形成一个透明公开的民主氛围，形成一个“良币

驱逐劣币”的正向淘汰机制，这些都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

不过，电视问政的具体形式和反馈机制，仍有很多值得商

榷之点。比如，电视问政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政务？如果只是

一阵风式的“表现”，或者“点到为止”的评议，是否真的能有助

于政务进步呢？再者，电视问政的参与者是否可以更多呢？

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电视媒介的影响力受到冲击，能否将电视

问政的形式与新技术平台结合，实现网络问政或直播问政呢？

换言之，电视问政只是一种形式，最关键的还是电视问政

背后的民主监督的精神，以及对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的尊重。

实现电视问政的功效，需要真正体现问政的“辣味”，拒绝不痛

不痒的表面动作，并从电视问政开始，逐渐解决发现的问题，

追查相关人员的责任，让它成为民主监督的一个渠道。

（钱江晚报）

电视问政节目就该告别不温不火

真正有效果的电视问政不能止于不留情面的“问”，还该

体现在问完之后动真格的问责。仙桃电视问政节目“敢动真

格”的蜕变，背后是来自地方官员的“较真精神”。

作为政务公开和民众参政的一种手段，电视问政节目的

价值无论怎么重视都不过分。说到底，问政节目不是为了让

政府部门出丑，而是对相关部门存在的弊病进行“诊断”。

电视问政节目的批判精神和生命力，也不能只寄望于地

方官员的开明。唯有对于这一问政形式进行更精良的制度改

造，使之更加独立，客观，避免人为干扰，问政节目才能走得更

远。 （新京报）

据《湖北日报》官微消息，12月21日下

午，认证信息为“仙桃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

微信公众号“沔水清风”，发布了“关于全媒体

问政涉及人员、涉及企业处理情况的通报”，

共7人被停职，其分别来自仙桃市安监局、水

产局、交通运输局、文广新局、物价局、农业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6部门。

此事与电视问政“小纸条事件”有关。据

相关报道，上述6部门正是此前一天，在仙桃

市全媒体电视问政上接受考试的6家单位。

仙桃市委书记胡玖明当时手写一张小纸条，

要求主持人现场宣读——“回答的局长，不要

讲大话、空话、套话，离题万里，令人生气”。

此事在舆论场上引发热议，与外界对电

视问政的关注与兴趣有关。

回答的局长离题万里
提问的市委书记问出羞耻心

当天，在电视问政现场，湖北省仙桃市

水产、交通、农业和文广新局等6家单位主要

负责人接受考试。

一开始，节目播放了仙桃市暗访组拍摄

的短片，反映汉江电捕鱼屡禁不止的现象。

暗访组发现，遇到电捕鱼，渔政部门没有作

出违法处罚，还有人称交钱就可以捕。面对

质疑，水产局局长现场并不正面回答，而是

大谈“可能是我们工作作风不实”。

再比如，仙桃市暗访组调查发现，有的

通村公路宽度、厚度和强度达不到要求，却

依旧通过了竣工复核验收，还领取了补贴。

对此，交通运输局局长不谈问题不谈整改，

却做起了工作讲话，“让全市人民走好路、路

好走”。

面对这样的态度，仙桃市委书记胡玖明

直接出手了。

胡玖明手写一张小纸条，要求主持人现

场宣读——“回答的局长，不要讲大话、空

话、套话，离题万里，令人生气”。

问政现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监管缺

位的农药经营店、乱堆乱放化学品、民办幼

儿园乱收费、农村图书馆形同虚设，犀利的

暗访短片和尖锐的嘉宾点评，让各部门负责

人如坐针毡，他们逐一认领问题，并现场表

态。

仙桃市纪检部门表示，将会对6家单位

的后期整改进行跟踪，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

公开。一天后，“关于全媒体问政涉及人员、

涉及企业处理情况的通报”发布。

除了前文所述7人停职待查之外，还有

5家涉事企业受到责令停产（业）整改、查封

和重点检查等处理；相关企业涉嫌违法问

题，待相关部门调查后作进一步处理。

媒体热议

■图片来自“湖北卫视”截图。

耳蜗丢失是炒作？
舆论表达不妨多些克制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则“小伙丢失20万元人工

耳蜗，找不到需做开颅手术”的消息，在网络广泛传

播，并多次登上热搜。随后，有自媒体文章质疑并指

责这是“大骗局”“商家和媒体恶意炒作滥用善心”。

寻找人工耳蜗的李女士对此回应称，事件属实，可能

因为自己太过担心，自己对医学又不专业，言辞上给

一些网友造成了误解；已经报过警，愿意为自己的言

行承担责任。有媒体求证当地警方，报警也属实。

声音

@新京报：合理质疑和理性思辨，从来都应是

一个健康舆论场的标配。但质疑精神不是疑神疑

鬼，也不是嚎叫诈呼，更不是为了质疑而质疑。虽

然人工耳蜗目前并未最终寻回，事情也没有被百分

之百证实存在，但有一点很明确：不妄断不添乱，是

质疑者应有的态度，也是做人基本的修养。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赵占领：

此次事件之所以被炒得火热，有很多原因，其中就包

括过去有过类似事情发生，才导致人们产生质疑。

@长城网：舆论场上我们从不缺表达的声音，

缺的是难能可贵的克制。

深圳福田法院成立“医调委”

百名专家“坐诊”法院化解纠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周丹 邬晨曦

吴丽娜）12月20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成立医疗

纠纷调解咨询专家委员会（简称“医调委”），并发布全

市首份《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民事案件审

判状况（2014~2018）》白皮书。

白皮书提到，医疗纠纷民事案件主要分为医疗服

务合同纠纷和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两类，医患双方争议

焦点主要涉及医方有无违反相应的诊疗义务、医护人

员是否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病历书写是否规范及是

否违反保管义务。

面对医疗纠纷主体更加多元、类型更加多样、化

解更加复杂的新特点，福田区人民法院率先成立医疗

纠纷调解咨询专家委员会，首批吸纳市内35家各大

医院的102名专家到法院“坐诊”，为妥善解决医患纠

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新平台。

这些专家来自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

医院等 30 余家权威医院，分属肝胆外科、心血管内

科、骨科等各个专业，均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具

备较强医疗卫生相关专业知识、社会经验、沟通协调

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

福田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调解医疗纠

纷，医调委委员们还为法官提供与医疗纠纷相关专业问

题的咨询，并对重大、疑难、复杂的专业问题进行评议。

梅州梅江区总宪法宣传进企业

本报讯 12月19日，梅州市梅江区总工会在广东

嘉和微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举办“新修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专题宣讲会，珠啤公司和嘉和公司党

员、干部和职工共100人参加了学习。会上，广东法

敏律师事务所连志刚律师解读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的重要性、宪法修改的主要内容。宣讲

内容丰富，解读清晰。通过学习，企业员工认识到弘

扬宪法精神，学法、守法、尊法，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的重大意义。 （李俊博 卢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