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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同室操戈”的闹剧不要再重演 
　　警察跟警察干起来
了！看来在维护自己“利
益”面前，亲如一家的
手足兄弟“同室操戈相
煎太急”也是很难避免
的。
　　据媒体报道，3月
27 日零时起，武汉市以
外地区所有通道卡点全
部撤除完毕。但是，就
在今天上午，当黄梅人
来到九江长江大桥，准
备过桥返回九江，或经
由九江返回各大城市复
工时，又一次被九江警
方，堵在了桥头。上百
号警力严阵以待封锁地
界，甚至一度引发冲突，
九江警方还不惜与黄梅
警察“斗殴”，现场闹
哄哄的，大有“誓死守
我边关”的气势。
　　看着视频中被拖拽
在地的黄梅警察，黄梅
人愤怒了，湖北人愤怒
了，甚至全国人民都愤
怒了！“要善待湖北人，
不歧视湖北人。”在有
些地方的疫情防控面前
成了一句屁话，脆弱得
不堪一击，平日里自以
为睦邻友好的“兄弟情
谊”薄如片纸。
　　在当前全国各地持
续“零新增、零病例”
等等的大趋势下，各地
都不想让好不容易奋战
而来的利好局面“反转”。
大家除了想尽办法各尽
其能外防输入之外，也

在严防死守省际市际县
际等国内区域性的人员
流动，所可能带来的感
染隐患。
　　“我们好不容易控
制住了，关卡一解封，
他们就都跑过来了，
万一把病毒带进来了怎
么办？”在关乎自己切
身利益的时候，人都会
不由自主地自私自利起
来。所以，九江的警察
为了把“病毒”挡在门
外，早把“同是炎黄孙，
共饮一江水”的信义抛
在脑后，哪怕撕破脸皮，
跟自己相熟的“同道兄
弟”翻脸，也绝不能退
让半步！
　　可是，你九江人知
道为自己着想，那人家
黄梅人也要“活命”啊！
他们在家整整憋了两个
多月，没有“自由”，
没有收入。好不容易等
到放行，终于可以出去
透口气找碗饭吃了，不
料刚出门就吃了个“闭
门羹”，被一江之隔的“好
邻居”给死死卡住了咽
喉。这搁谁谁也不干啊！
黄梅人民就问九江人民
了：“换位思考，如果
你是我们，你愿意吗？
能不怒吗？”
　　其实，不管是九江
警方的部门行为，还是
九江警方奉某某领导之
命所为，也不管这个事
情是谁引起的，都需要

面临一个重要的现实难
题。那就是：已经被疫
情折磨了两个多月的湖
北人，将在接下来的复
工复产和恢复生活常态
中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同时，经济和心理双重
压力下的疫区人民，在
被一些地方的“异类”
对待中，很容易引发一
种不平静的情绪，导致
一些群体事件的发生。
　　有一点可以理解的
是，一些地方为了稳定
和巩固疫情防控局势，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本
省市的防控部署安排，
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
仅仅视措施为措施，把
规定当作死规定，不懂
得灵活变通，顺势而为，
甚至罔顾上级指示，擅
自妄为，搞“自己的一
套”，那就是故意为难
疫区同胞，伤害手足兄
弟的感情，也深深伤害
了湖北人民的心。
　　新冠疫情在我国已
经持续两个多月，各地
情况已经出现明显好转，
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湖北
武汉也已经解封。党中
央和国务院也是多次强
调要有序复工复产，全
国各地要善待湖北人，
各地实行“一码通行”，
要互相认同。舆论也一
直在极力呼吁：“善待
湖北人，就是善待自己。”
　　可即使是这样，一

些地方依旧大搞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对湖北
人民进行“一刀切”管
理，甚至有个别地区看
到“鄂”字头的大巴车，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这
些复工复产人员原路返
回。
　　不要把实现精准防
控当作一句空话，不要
把“湖北加油”仅仅当
作口号来喊！从心底接
受湖北人，从行动上包
容湖北人就这么难吗？
为什么那么多地方都可
以大大方方地迎接湖北
人返工返岗？难道他们
就不怕“本土零新增”
的成果被再次击碎吗？
即便有一例两例几例新
增，难道就那么恐怖可
怕吗？难道怕他们携带
病毒，就要将湖北人永
远禁锢在家吗？
　　请看看我们身边的
这些榜样吧！当湖北荆
州来粤务工人员返岗专
列抵达广州南站时，广
东省委书记李希、省长
马兴瑞到站迎接，李希
表示，“来到广东就是
广东人，照顾好每一位
来粤务工人员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3月
18 日起，杭州和湖北健
康码互认，湖北输出的
务工人员持有健康码“绿
码”，返回杭州后不用
隔离，可以直接返岗上
班。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
“不要歧视湖北人”的
呼声一直没有断过，但
是“歧视湖北人”的言
行也从未停止。一些地
方政府对湖北人的歧视，
包括此次九江黄梅两地
警方的冲突，究其根本
原因，除了为了维护自
己地方上的利益之外，
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
门庸政懒政的思想在作
祟，没有大局意识，没
有深刻领悟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复工复产的精神
要求。
　　同饮一江水，相煎
何太急？当大灾大难当
头，我们是一起受难的
手足同胞时，都能够舍
命相助携手抗疫。为什
么当阴霾退去春暖花开
时，我们就不能伸开双
臂张开怀抱，欢迎咱们
的兄弟姐妹们来“荣耀
回归”呢？
　　在疫情防控面前，
你难我难大家都难；在
复工复产的路上，你急
我急大家都急。可是无
论再难再急，都别忘了
我们是同胞兄弟，我们
都是中国人。愿“同室
操戈”的闹剧，从此不
再重演！

█首席评论员 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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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负面报道”吗？ 
　　最近一段时间，监
督报道颇受关注——媒
体曝光海南“不合理
低价游”，书记省长连
夜批示，查实一个办一
个；生态破坏例例惊心，
媒体逐个揭露，一批责
任人被问责、惩处；还
有省份专门要求，媒体
要在舆论监督上加把
劲……各地积极应对，
立行立改，引来诸多点
赞。
　　立竿见影的正效应，
再次让人们认识到舆论
监督的重要性。但正所
谓“唱赞歌易、讲问题
难”，整体而言，当下
舆论监督面临的现实环
境并不乐观。监督报道
的事件本身比较复杂，
拨云见日、探求真相并

不轻松，而更大的难点
在于人为设置的重重阻
力。相当一部分监督对
象仍然习惯于“闻功则
喜、闻过则怒”，一听
说媒体是来“监督”的，
便想尽各种办法阻挠，
或装聋作哑或拒之门
外。敬而远之者还算“礼
貌”，有些不客气的甚
至“恶言恶语”“拳脚
相向”，搞不好还要强
力反击——“追捕”“扣
押”“状告”记者。
　　对舆论监督的种种
“排斥”行为，凸显出
社会的认知偏误。“天
下本无事，媒体来扰之”，
在很多人眼里，舆论监
督等同于负面报道，就
是“挑事儿”。低价团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你曝光什么“黑幕”；
工厂排污又不是全国独
一份儿，你非要“拿我
开刀”，这不是找茬吗？
如此认知何其谬哉！监
督报道绝不是为了制造
麻烦、放大矛盾。“事
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
问题在先，舆论在后”，
那些捂着的问题客观存
在，媒体监督只是扯掉
那块“遮羞布”、捅破
那层“窗户纸”罢了。
尤其是我国的媒体性质，
决定了舆论监督不是西
方式的“扒粪”，而是
站在建设性立场上发现
问题、敦促解决。这个
意义上，弘扬真善美也
好，揭露假恶丑也罢，
媒体的目标是一致的。
面对来帮忙的媒体，何

谈“负面”，又何用提防？
　　忠言逆耳利于行，
社会善治离不开舆论监
督。但如前所述，两者
要实现良好互动并不容
易。有关部门应当厘清
谬误，摆脱“鸵鸟”心
态。媒体也要知道，针
砭时弊、激浊扬清远没
有听上去那么简单。面
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
众声喧哗的舆论环境，
应当保持足够的清醒，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科学监督、依法监督、
建设性监督。归根到底，
舆论监督是为了让社会
运行更有序、人民生活
更美好，无论是采访报
道还是分析解读，都应
引导人们冷静观察、理
性思考，避免流于简单

的情绪宣泄或沦为点击
量的奴隶。媒体的镜头、
记者的笔触真正关注的，
应当是人民群众的心头
关切，社会发展的重要
议题。
　　各地“求监督”是
一个好的开始。随着经
济社会快速转型，发展
改革行至深水区，各种
矛盾多发、问题频现，
人们愈加需要也愈加期
待更多的事实与判断，
舆论监督的功能正在凸
显。期盼全社会都能不
断为舆论监督正名，让
其照亮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最终受益的是我
们自己。

█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