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海“朗读大爷”一道“有声景致”
他希望给大家带来美的感受，也认识到标准普通话的美

! ! ! !新京报 秋夜里的后海，远离酒
吧区的喧闹，踱步在北沿的路灯下，
一个浑厚饱满的声音传来，“对于一
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
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

几个月来，北京后海北沿，一
位老人以广播腔朗读走红网络。他
就是 !"岁的成麟。

头发花白的成麟倚坐在白色

栏杆旁，手捧着书，像学生对着全
班朗读，驻足聆听的人不断聚集。

在网络上，成麟已成为后海一
道特别的“有声景致”，被网友称为
“朗读大爷”。

成麟出生在北京，后去香港谋
生。因腰椎骨质增生，导致下肢肌
肉萎缩，成麟以教授普通话为生。

成麟并不是科班出身，年轻时

靠着家里老式收音机，跟着广播电
台里的播音员学朗读。
“不管播音员说什么，我都听得

入神，他们说话真好听，标准，还有
感情，”成麟没事时就拿起老式收音
机贴在耳边，“那时书不多，见着有
字的就拿起来练习。”他也没想到，
这个爱好却成了他的谋生之计。

几个月前，退休后的成麟从香

港回到北京。他依恋后海，“在后
海，朗读能把我带进一种境界，是
一种享受。”他希望能通过朗读来
给大家带来美的感受，也希望让大
家认识到标准普通话的美。

每次朗读有人围观欣赏，成麟
都愿意给人家讲如何发音等。在
成麟看来，说好普通话交流的不
仅是语言，更能把情感交流到位，
“尤其是朗读，你能读出很多人看
不出来的美。”

听到大家夸奖，得知自己网络
走红，成麟笑着说，我还年轻，我还
要不断练习。 !范春旭 刘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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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不予公开阻力在哪
顶层设计问题早已解决，时下最为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落实———! ! ! !郑州消费者赵正军三次申请!

要求卫生部公开生乳新国标制定会

议纪要!遭到卫生部拒绝!赵正军随

即将其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日前!法院判令卫生部在法定时

限内作出答复"

此前! 卫生部拿出非信息制作

单位# 会议纪要不属于政府信息公

开范围#公布纪要可能$影响社会稳

定! 增加行政管理工作负担% 等理

由!辩称不予公开的合理与必要"然

而!法院认定!会议纪要不予公开的

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这不仅

作为个案认定! 也将作为涉及政府

信息公开的典型判例! 对此后相关

案件的判决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公民锲而不舍申请政府信息公

开!终得法院判决支持!不少人站在

这一角度! 认为当下的结果是一个

$双赢%"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可能还

过于简单和乐观"

我们看到! 公民申请信息公开

的过程愈是曲折! 很可能愈发表明

社会信息的封闭状态"

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本意

在改善政府工作!保障公民监督权"

因为公开!民众监督的无形压力!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的滥用和

失当"从这个意义上!公开应该主动

作为!而不是被动应对!甚至敷衍塞

责"把所有信息握在手中!等待公民

$上门%申请!再予以答复!应当说!

这样的形式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公

开" 更何况!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有

公民申请政务公开! 通常也会受到

重重阻力"

既然法律法规# 地方性法规均

有相应要求! 政府信息公开的阻力

在哪&

以生乳新国标制定会议纪要来

说!实际上!新国标甫出即陷入质疑

漩涡"不公开的几大理由!尤其是所

谓$影响社会稳定%!让人疑惑!公开

究竟会怎么影响社会稳定&

应当说! 政务信息公开的顶层

设计问题早已解决! 时下最为现实

的问题是如何落实公开" 该公开的

事项不公开#选择性公开#避重就轻

地公开的情况不是个别地区# 部门

的问题!政府部门#机构的行事逻辑

并没有以公开为首要前提"

司法判决卫生部公开答复有一

定指征意义! 但更多没有公开的类

似情况!那些不愿公开#不予公开来

自于哪里& 如何让公开主动#常态&

更值得思考" 长江日报 '付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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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扬子晚报 南京
昨日举行了规模最
大的一次党委政府
新闻发言人培训
班，"##多名新闻发
言人和新闻发言人
助理，接受为期三
天的业务学习和模
拟演练。省委常
委、南京市委书记
杨卫泽专程来培训
班授课，现场发现
并 爆 料 一 则 新
闻———$%名新闻发
言人缺席，建议媒
体点名曝光。
昨日上午，杨卫

泽赶到新闻发言人
培训班，看完培训
班名册和课程后，

他就现场爆料：“很多新闻发言人
没到。”“如果你很忙，难道我们在
座的都不忙吗？”这则新闻“发布”
后，反映强烈。一个小时以后，就有缺
席的新闻发言人一脸焦急地赶了过
来，坐到最后一排。 '仇惠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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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法代替书法 练字只练“签名式”! ! ! !武汉晚报 “尴尬”、“沆瀣一
气”、“戊戌变法”……这些词你能
写对吗？昨天，中南民族大学学生
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调查，$&'名
受调查的大学生中，完全写对 (#

个词语的只有 ("个人。
此次调查对象为中南民族大

学、武汉纺织大学、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的学生。调查
者搜集了一些易写错、易读错的汉

字，例如“尴尬”、“编纂”的“纂”、“沆
瀣一气”的“瀣”、“戊戌变法”的“戊
戌”等十个词语，以填空的形式让
被调查者在题板上填写正确的字。

结果显示，完全填写正确的人
只有 ("个，约 (#)左右的学生错

了七八个字。
中南民族大学的丁行同学不

好意思地说：“平时都用电脑，现在好
多字都想着是一个大概的样子，真正
写就很容易错了。估计再过几年，没
有电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
钱程同学说：“现在如果哪个老师
布置手写作业，学生肯定会觉得这
个老师很麻烦。”

调查显示，*")的大学生有过
一整天或者几天没写汉字的经历。
武汉工程大学的小卢同学说：“现
在什么都要电子档，练字的人越来
越少了，大家把自己的签名练好就
行了。” '翁晓波 张思 马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