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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让日本人民
了解历史真相

! ! ! !!月 !日! 贵报刊登了题

为"厘清#日本国民$的战争责

任%一文"#$版时政新闻&!我

从头至尾认真阅读了一遍!感

觉笔者摆事实'讲道理!清晰地

阐述了今天日本右翼思潮泛

滥! 与二战结束后没有很好清

算(日本国民$战争责任有关)

我非常赞同笔者的观点)

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

敢于一而再' 再而三地信口开

河!否认侵略别国!无视世界正

义声音!其背后应该具有一定社

会基础和#日本国民*的支持)

记得毛泽东说过! 凡是有

人群的地方都可以分为左中右

三种人)因此我们的媒体舆论不

要笼统地称+将日本人民与日本

政府区别开来*!若#将和平的

希望寄于日本人民*!就应加强

对日本人民的宣传说服教育!

增强日本社会的正能量以及日

本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

感!这样才能抵御日本右翼势力

抬头!避免日本重蹈复辙!祸害

亚洲人民) ———读者 周晓华

本报记者 陆常青 整理
感谢读者给晚报提供真知

灼见和独到见解。您可以拨打
本报读者热线：#$%&&&或投稿
邮箱：'()*+,-./0)1-0)2

! ! ! !上期全民阅读有 3445名网友
参与，经过后台严格的抽选，恭喜
以下 64位获奖的网友，你们每人
将获得一张乐惠牌国色天香大米
提货券，每张价值 &7元。

王 庆 !#$!!!!%&!'

陈志清 !(!!!!!%"&)

林松华 *'%!!!!+&,-

张新婷 ,(%!!!!(%#,

张毅华 ,((!!!!##,(

陈抗美 ,%$!!!!").,

朱嘉彬 ,#+!!!!.,%%

邢嘉宇 ,(-!!!!(-,,

徐 进 ,(&!!!!+&#(

范文海 ,%+!!!!%+%+

领奖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

除外）#：8496$：44，请于 7月 65日前
领取。获奖者本人持身份证到威海
路:&&号文新大厦 5楼领取（如需代
领请持获奖者和代领人身份证），咨询
电话：4%69&%#%6%859$456&&。

上周全民阅读
获奖名单

! ! ! !近段时间股市震荡，个股从全
线跌停到全线涨停。大起大落的走
势，让不少股民高呼：看完 ;线
图，就要去看心电图。你是否亲身
经历了这波行情，你认为救市措施
是否有效？这波震荡行情给你最大
的感受是什么？

大起大落你经历了吗"

采访中，不少市民一听到“股
市”二字就敬而远之。有的拒绝采
访，直言心情很差，没啥好说。有的
甚至称，“别往伤口撒盐了”。

一些资深股民面对镜头也表
示，“我不炒股，至少现在不炒股。”
也有市民庆幸，“还好逃得快，不赚
不亏不错了。”
谈起这波震荡行情，绝大部分

不炒股市民也有所了解，“一上一
下嘛，挺热闹的。”他们中不少是
“凑热闹”的。也有人表示，“身边人
都在说，或多或少会关心下。”
可见，这波大起大落的行情已

不仅仅是“市场新闻”，而是街头巷

尾人们热议的话题。

救市措施觉得有效吗"

对于多部门大力救市，市民表
示十分支持，“这是对股民的保护，
不维护市场很容易坍塌。”也有市
民称，“投资者需要信心。”

而谈及措施的效果，市民们则
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目前来看效果
不是很明显，“要让市场恢复信心需

要时间。目前还没有完全起效。”也
有不少认为需要观望，“后市如何没
人说得清。先看看再说。”

而多数市民则认为救市起到
了一定效果，有市民打趣：“我觉得
公安部的措施，确实起到了极大的
效果。”

震荡行情教会你什么"

谈起这波震荡行情带来的经

验教训，市民们各抒己见。概括下
来，人们认为在股市中“摔惨”有两
大原因，操作层面的“不专业”与心
理层面的“贪心”。
“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市场，就跟

风进股市。”有市民认为，股市虽不设
门槛，但股民炒股要给自己定门槛，
“基本的专业知识还是需要的。”

另一方面，有市民指出，“盲目追
高”的贪婪心理也是要不得的，“无论
熊市还是牛市，股市不能太贪。”市民
认为心态在炒股中是极为重要的。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这波股市行情还给市民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风险意识”课。
新民晚报新民网 卞英豪 蔡黄浩

实习生 胥玥

老年助餐不能全靠政府补贴
反响

看完K线图就要看心电图？
街访

! ! ! !愈演愈烈的网络谣言，不仅干
扰社会和网络秩序，还给市民生活
带来困扰和恐慌。昨天，本报 !5、&
版刊登《朋友圈谣言帖刷屏 随手转
或是“被利用”？》一文，引发各界热
议，如何打击网络谣言，已成为社会
各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我做起不信谣传谣
作为本报忠实读者，网友“银

蛟”第一时间就将本报 !""平台上
的全文分享至了朋友群。他认为，谣
言有时具有很强的诱惑力，还特别
“像那么回事儿”，一些上了年纪的
网友茶余饭后刷屏勤快，却不太能
分辨这些信息的真伪，很容易将谣
言误传出去。“仔细读了报道，对谣
言的形成和传播规律有了一定的了
解，同时也提醒了各位网友，转发之

前应把好‘第一关’，辨不清真伪就
不要转了。”
网友“金鳌”也说：“我愿意做一

个坚定的谣言终结者，不轻信盲从，
对于未经证实或难以证实的信息，
用智慧理性的头脑去思考、去判断，
用负责任的态度去发言。”
也有网友认为，谣言的出现有

时源于信息不透明，导致很多人出
现猜疑。“只有做到信息对称、才能
让网友逐渐培养出‘火眼金睛’，不
轻易被虚假信息蒙蔽。”

互联网从业者应自律
“互联网时代，‘注意力’成为重

要的经济资源，粉丝量巨大的公众
号有明显的商业价值，一些人依靠
迎合受众心理炒作，其经济动因非
常突出。事实上，部分网络谣言的传
播的确获取了很多商业利益。”一名
互联网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对记者
说，此外，还有部分谣言出于猎奇或
泄愤心理，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情绪

的宣泄。但无论如何，互联网从业人
员都应该自律，不要触碰造谣传谣
这根底线。
这名业内人士还说，现在大家

都在谈“互联网思维”，这种创新的
思维给生活带来方便和乐趣，但也
进入了一个误区。“互联网思维”不
是哗众取宠，也不是钻牛角尖，它需
要道德的准绳来约束。制造和传播
谣言，违背了道德底线，不管是虚拟
社会和现实社会，人人都有义务自
我约束，对谣言不能听之任之，更不
能因利益驱使而成为谣言的制造
者、传播者。

打击谣言需多管齐下
不久前，上海警方曾将今年 &

月散布“莲花路宜山路火灾”不实信
息的网民钱某依法行政拘留，并借
此告诫网民，在网上散布谣言或者
虚假信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然而，网络谣言泛滥，要查找源
头非易事，破解网络谣言更需要有

关部门的及时辟谣。
$月底，嘉定公安分局微博、微

信推出民警自制的“一张图告诉你
‘抢孩子’谣言里的那些‘猫腻’”，大
获好评。制作这张图的民警滕少华
说，他每天在朋友圈里看到各种“抢
孩子”谣言，来不及一一辟谣，于是
制作了这个辟谣帖，取得了 54多万
人次的阅读量，帮助网民看清了谣
言的真相。
“互联网迅猛发展、网民快速增

加，但我们的法律和政策却没有相
应地跟上。”法律界人士连晏杰指
出，要加强互联网法律制度的建设，
并形成体系化的处理办法，对网络
谣言加强监管和综合治理，比如对
一些传谣的大 <、公众号封号整顿、
罚款。此外，还可发动社会性力量实
现网络信息的“净化”功能，如一些
科普性、权威性账号从自身的专业
属性和公益精神出发，投身网络辟
谣、传播科学知识。

本报记者 左妍

打击网络谣言 自律他律并行
读者见解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邵宁）本报
昨天头版及焦点版面刊登了“养老
方式调查”系列报道之四《阿婆，今
天的午餐吃得好吗？》，对上海老年
助餐服务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时下，
7&=老人都要求解决吃饭问题，经
过几年的建设，上海各级政府部门
和餐饮企业想方设法，共建成了
&:$个老年人助餐服务点，为 $万
名老人服务。然而，无论是数量，还
是质量，依然难以满足广大老年人
的需求。怎样把助餐点办得更好？读
者和网友纷纷建言献策。
上海体育学院退休教授戴炳炎

说，老年餐，也可以说是敬老餐，做
到现在这样已很不容易了，方方面
面动了不少脑筋，值得点赞。但是，
“众口难调”也是现实，尤其是老年
人，牙口不好，生活习惯不同，要求
不一，未免让烹饪者感到为难。老年
餐，一要营养平衡，二要搭配合理，
三要口味适中，关键是安全。物美价
廉难两全，可适当加一两元，老年人
还是可以接受的。

一位家住东安新村的读者反
映：“我们社区的助餐确实不尽如人
意，只有午饭，没有晚饭。隔壁 #7岁
的邻居吃过一阵子，就不吃了。”虹
口区一位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认为，
上海的助餐点能维持的，都靠政府
补贴，但街道体制改革后就难了。老
年人助餐不能全靠政府补贴，也要

遵循市场规律。
“这个调查接地气。”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宣教中心的张元说，
民以食为天，解决老年人就餐确实是
个难题。建议政府出台优惠税收政
策，让更多企业参与，做大规模，可以
让老人根据各自经济能力、心理承受
能力进行点餐，可能会更满意。
尽管困难很多，不过，上海在为

老助餐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探索，
比如黄浦区覆盖全区的老字号供餐
模式和杨浦区平凉街道的“精致小
厨”。新民晚报 !""网友也纷纷留
言：“希望有更多助餐点。”“办好助
餐点，为老百姓办实事。”读者姚先
生说，关键在于政府各级干部真正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了解百姓真
实需求，才能把事情办好。

" 市民指出盲目追高是要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