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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

谣言$上微博的网民$绝大多数领

教过% 即使没有上微博习惯的人$

多半也会从口口相传中听说过一

点%类似谣言$传播广泛$新华社称

其!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是恰

当的%公安机关对在网上编造谣言

的 !人依法予以拘留$对在网上传

播相关谣言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教

育训诫& 电信管理部门对 "!家造

谣"传谣$疏于管理的网站予以关

闭% 依法处理制造"传播谣言的个

人与网站$是制止谣言传播的法律

手段$是法治社会在互联网管理领

域的体现%

个别网民为何要传播 !军车进

京"北京出事#之类的谣言' 谣言制

造者究竟是什么身份' 造谣究竟出

于什么动机'对这些问题$在权威部

门正式发布详情之前$ 还是不要妄

加猜测为好%当前$需要统一认识的

是$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制造"传播

谣言$都是触犯法律的% 对这一点$

每一位公民都要有清醒的认识%

当然$正如任何社会都不可能

完全没有犯罪一样$任何社会都不

可能完全没有谣言%有谣言并不可

怕$但任由谣言传播$弄得谣言满

天飞$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所谓

!众口铄金#"!三人成虎#$ 说的正

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何防止谣言

满天飞呢'还是两句老话$叫做!谣

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真相#%

先说第一句话% 所谓!智者#$

其实就是指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

的人$不人云亦云"不轻信"不盲

从%在微博上$信奉一句话叫做!有

图有真相#$于是$有人贴出了!军

车进京#的照片$坦克车加上北京

的高架桥$让人不能不信%可是$还

是有明眼的网友$ 通过查资料$看

出来那是 !""# 年国庆阅兵时旧

照$加以批驳% 如果每个人都能像

这位网友一样$不轻信传言$甚至

自己动手找材料找证据来甄别真

伪$即使有人制造谣言$也不会传

播得那么快"那么广了吧'

再说第二句话% 在微博上$常

常看到网友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帖

子后面跟帖说 !求真相#!求辟

谣#% 这样的声音$其实反映了网

民的心声% 可以说$求真相$是每

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了解真相$

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权利& 让人

民了解真相$是政府的义务% 在这

方面$我们既有教训$如掩盖非典

真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有经

验$ 如汶川大地震$ 信息公开及

时"透明$很快凝聚起全国人民抗

震救灾的强大力量% 政府信息公

开$早已成为共识$也已经制定了

相关法律% 但是$在遇到一些具体

的事件时$ 如何能做到及时把真

相告诉群众$ 仍是摆在各级政府面

前的课题% 在微博时代$借助网络$

信息传播的速度成倍增长$ 信息公

开的速度也当跟上时代的步伐%当

公民的知情权得到了充分的保

障$应该没几个人会热衷于去听什

么!小道消息#了罢'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容忍谣

言满天飞% 让真相跑在谣言前面$

从政府到公民$都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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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春节前夕，华东师范大学优
秀共产党员、师德标兵、生命科学学院
常务副院长瞿伟菁，走完了 !"年的人
生历程。华东师大日前举行报告会，
缅怀这位在我国植物生理学、资源植
物化学和中药资源学等领域做出了
重要贡献的学者，称颂其“绩伟丰功
垂德业、掇菁撷华育学子”的风范。

产学研硕果累累
令人垂涎欲滴的蓝莓，如何实现

保鲜储存？如何提高它的附加值？瞿
伟菁对此付出了多年的心血。为支援
吉林延边地区脱贫致富，他带领的课
题组在市科委的牵线下，从 #$$#年
开始与当地合作，课题组先后攻克了

蓝莓果汁保鲜、蓝莓酒除酸涩等技术
难关，成功开发出蓝莓系列产品。
作为植物学科的带头人，瞿伟

菁还与其他教授一起开展了棉花育
苗、栽培和综合利用的研究，为长三
角地区棉花产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早在上世纪 %$ 年代，瞿伟菁就全
面负责系里的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
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如
“金嗓子喉宝”、“健心 & 号”、牧草
良种培育、蚯蚓纤溶酶提取、乌桕籽
提取类可可脂，花粉破壁和无腺体
棉综合利用等，还与全国许多企业
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
自 #$$"年被确诊为癌症后，瞿

伟菁仍继续研究并完成了市科委重

大专项课题“芦笋功能食品深度加
工和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和市经委
重点项目“崇明果蔬资源废弃物的
深度加工和综合利用”。师生们都
说，瞿教授是倒在了田间地头这个
他不断攻克的科研阵地上。

邀请企业资助困难学生
一个知名的教授，却始终对校园

里的普通学生倾注着极大心血。每年
的新生入校、学生献血及寒暑假期
间，瞿伟菁都会到宿舍探望学生。每
当有学生产生心理问题或是遇到学
业困境时，他都会主动找学生来谈
话。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社会实践机
会，瞿伟菁还亲自出面去企业协调，

落实了多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来自河南农村的自费硕士研究

生杨现艳，需要每年缴纳一万元的
学费。出于对知识的渴求，杨现艳便
在老家借了高利贷，沉重的经济压
力使她整日忧心忡忡。得知这个情
况后，瞿伟菁利用他课题合作的关
系，邀请了一家企业捐资设立“生命
科学学院快乐助学金”，资助像小杨
这样的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像严父般引导年轻人
“在我们心中，英年早逝的恩

师，他的形象永远顶天立地！”瞿伟
菁的科研助手张雯说，他像严父般
引导着年轻人。直至瞿老师去世后，

周围的师生们才得知，近一年来他
每天都在服用抗生素，剂量也逐渐
加大，最后不得不依赖白蛋白来增
加抵抗力。“患病期间，瞿伟菁对学
生的指导仍未松懈。化疗刚结束，他
就去听学生的汇报和计划。因化疗
而没能参加的会议，瞿伟菁就要求
我将大家的发言记录下来发给他。
在他去世的前两天，瞿老师还要求
一位学生将下学期的实验计划发给
他过目。”张雯说，今年初，一直在医
院治疗的他，还询问刚回国的一位
博士生的住宿问题是否落实，并惦
记着学生们往返闵行的实验室是否
方便。 本报记者 王蔚

(线索提供)华东师大宣传部*

华东师大师生追忆著名植物生理学教授瞿伟菁———

为学生倾注心血 用生命提携后辈

! ! ! !一边是无地可葬的窘境日益迫
近；一边是推进 #&年的海葬前景广
阔。清明前夕，酝酿 #年的海葬补贴
提升计划终于获批准———海葬市民
家庭每位骨灰的补贴标准从 '$$元
提升至 #$$$元，对海葬机构的补贴
相应提升至每位 '(%元。这对殡葬
改革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记者就
此展开采访。

移风易俗
不只需要人文关怀
#&年来，海葬已成申城殡葬改

革的一张名片，各种颇具人文关怀
的延伸服务受到了市民的青睐。

#$$!年，本市滨海古园建成全
国首个海葬纪念苑，海葬者姓名镌
刻于海葬纪念碑之上。从 #$$%年
起，每年 )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确定为本市海葬公祭日；同时，“海
葬纪念证书”不再只由民政局一家
颁发，而是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市
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和市民政局
联合颁发。今年 )月 )&日，全国首
家海葬纪念馆在滨海古园落成。
“海葬是殡葬习俗重大改革，也

是重大民生工程。推动海葬事业，仅
有人文关怀是不够的。”市殡葬行业
协会会长王宏阶说，近年来，海葬租
船和泊车等运营成本分别上涨了

)$$*和 &!$*，各种人工成本也大
幅飙升，#$$"年起本市海葬服务部
已负债运营。这次提高海葬机构的
补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服务机构
的困境，对解决海葬船只运力不足等
难题也大有裨益。

“身后奖励”
转变观念增加财政投入

#&年来，申城海葬比例能逐年
提升，与海葬得到的“社会支持”密
不可分。市人大代表金培吉多年从
事殡葬事业，她说，多年来，那些选
择海葬接受海葬的市民，大都受过
良好教育，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海葬者是殡葬习俗改革的先
行者，他们对城市的贡献，无可估量。
提升公共财政对海葬的补贴标准，是
对海葬者家属的感谢和体贴，更是对
海葬者的‘身后奖励’。”金培吉说。
“提升海葬补贴标准酝酿了 #

年，终于获批。从土葬到海葬，是重
大民俗变革，缓解‘无地可葬’的尴
尬，大力推进海葬，需要财政、民政
部门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效率，增
加投入。”金培吉说，实施近 &!年的
《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并未提及海
葬，不妨将海葬写入地方立法，明确
政府对海葬的各项配套奖励措施，
以法治促改革。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一边是无地可葬的窘境日益迫近，一边是海葬前景广阔。
清明前夕，酝酿 #年的海葬补贴提升终获批准———

! ! ! !这是一列穿梭
沪港两地，横跨浙、
赣、湘、粤四省的直
通列车。沪港列车
的行驶里程长达
&""&公里。每当传
统节日清明到来前
夕，这条特殊的“边
境线”，就会迎来一
趟趟“扫墓专列”。
“要不是你们，

真对不起我的老母
亲了！”联检大厅
内，沈女士向边检
民警深深地鞠了一
躬。)月 )&日中午
&&时，沈女士乘坐
沪港列车从香港来
沪探望老母亲，并
打算清明当天落葬
去世不久的老父
亲。办理边检手续
时，执勤民警却发
现她的证件已过期
(个月，按照政策
规定，将对她采取
原车退回香港的处
理。沈女士想到，如
被退回，自己无论
如何来不及赶在
“清明”当天将老父安葬。

铁路边检站启动“特事特办”
机制，主动联系有关部门，为其补
办证件。经过两个小时的奔波，沈
女士终于顺利办理了入境手续。
“几年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

管理，现在我们更多强调的是服
务。”现场值班的上海铁路边检站
站长李国新，向记者介绍了边检站
工作理念上的转变。每年清明节回
乡祭祖客流中 +$岁以上老人占了
多数，边检民警每到 )月中旬就开
辟扫墓专用通道，全力为旅客提供
优质高效的通关服务。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贺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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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春风已解千层雪，后辈难忘
先烈恩。又到一年清明时，大学
校园里又掀起一阵追思之风，学
子们通过不同的形式，缅怀先
贤，继承传统，传承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每逢清明有
一项“传统”———师生们前往徐
汇校区祭扫烈士墓，在穆汉祥、
史霄雯烈士纪念碑前缅怀校友
先烈的光辉事迹和非凡人生。一
朵朵黄玫瑰静躺在纪念碑前，寄
托着对逝去校友的哀思和敬意，
告慰着英烈之灵。&"'!年考入上
海交大的穆汉祥和史霄雯，在迎
接上海解放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上海理工大学第一任华人
校长刘湛恩烈士于 &")%年 '月
+ 日在上海遭日伪暴徒狙击殉
难。为了追思这位老校长，上海
理工大学每年清明节都会开展

祭扫活动。今年，一些校友和在
校学生将去龙华烈士陵园祭扫
刘湛恩烈士墓，并举行“永远的
追忆———湛恩精神激励我们奋
勇前行主题演讲比赛”。
清明节前夕，复旦大学开展

了“追寻复旦英烈足迹”的主题
实践活动。通过寻访校友英烈后
人与履痕、口述记录、整理展示
等方式重现革命英烈的事迹与
精神。

为了解校史校情，'月 &日
下午，上海政法学院团委在学院
创始人李庸夫塑像前举行追思
会，回顾老院长创校历程。对比
学院成立之初的资料照片和现
在的校园环境，学生们感悟：“吃
水不忘挖井人，应身体力行回报
家庭和社会。”

本报记者 易蓉 张炯强

上海高校清明祭扫烈士校友

! ! ! !今天是正清明，上海各大墓园同时迎来扫墓高峰。上午 %时左右，前往各墓
园的地铁扫墓客流上升明显，轨交九号线洞泾站短驳公交前则排起了长队。图为
天马山墓园人头攒动 见习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重大“民俗变革”还需政府推动

今日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