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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80后副局长”遭质疑

是谁的尴尬
●

●

孙立忠

数字阅读走进东莞市民文化生活
本报驻广东记者 宾 阳 通讯员 李正祥

歌华与徐州共建文化产业基地

秦腔名家李爱琴喜收爱徒

“墨相天下”展湖湘书画新四家作品

本报讯 （记者王立元）11 月

11 日，由青年导演枰驿执导的黑

色幽默话剧《一了百了》在北京市

朝阳 9 剧场首演。虽然导演、演员

全部来自中国戏曲学院，但演员

的表演完全遵循话剧技巧而非戏

曲程式。这也受到了学生们的热

捧，很多场次的学生票销售一空，

为此剧组特意将一部分成人票改

为学生票，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一了百了》改编自萨特名剧

《禁闭》，是一部极富社会批判色彩

的小剧场话剧，描绘的是 3 个人死

后在地狱经历的灵魂救赎的过程。

随着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

迅猛发展，数字阅读正不断融入

我们的生活，并改变着我们的学

习与生活方式。近年来，广东省

东莞图书馆一方面努力完善和深

入挖掘传统图书馆的潜力，最大

限度地发挥传统图书馆的阵地服

务和场所功能；另一方面，为顺应

e 时代的发展潮流，加强数字资源

建设与服务，使传统文献与数字

文献相得益彰。日前，东莞图书

馆的网络服务在原有基础上又推

出了 4 种服务，让数字阅读走进市

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网上图书馆：
海量资源吸引读者

随着网络不断延伸到广大市

民的身边，网上图书馆日益成为

大家如影随形的数字图书馆。网

上图书馆有电子图书、电子期刊，

还 有 图 片 文 献 、视 频 和 音 频 资

料。读者除了可以借阅东莞图书

馆所拥有的 30 多万种电子图书，

还可以浏览150多万种电子图书，并

可以检索、阅读和下载2300多万篇

论文，在线观看 4500 多集视频文

献，欣赏 50 多万首古典音乐、50 多

万张艺术图片等。网上图书馆不

仅资源丰富，极富特色，而且还建

成了多个特色专题数据库，如少

儿 绘 本 数 据 库、动 漫 数 据 库 等。

读 者 如 要 登 录 和 访 问 网 上 图 书

馆，只要上东莞数字图书馆一站

式登录平台即可，它具有“单点登

录，资源易读”的使用便利，还实

现了“一键检索，书报刊全呈现”

的目的。

e读卡：
随身携带的迷你图书馆

为了充分满足 e 时代读者阅

读学习和信息需求，东莞图书馆

积极思考复合图书馆时代新的读

者服务策略，以“方便、易用”为主

导，于 2010 年 10 月推出了最新数

字阅读产品：e 读卡。e 读卡整合

了传统图书馆图书借阅功能和网

上图书馆数字阅读功能，既可以

单独使用，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也可以阅读和欣赏卡上的 500 种

电子文献，包括图书、期刊和音乐

等 ；也 可 以 作 为 一 种 读 者 借 书

卡，与东莞数 字 图 书 馆 链 接 ，阅

读 网 上 图 书 馆 的 海 量 数 字 资

源。e 读卡包括 e 书房、e 在线、e 搜

索、e 助手等功能，使读者体验到

“一卡在手，图书馆随 e 行”的 阅

读 便 捷 以及“ 图书借阅一卡通、

数字资源随 e 读”的阅读享受，打

造出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 e 时代

复合图书馆读者卡。

手机图书馆：
用阅读时尚赢得读者

为满足广大市民读者通过手

机 阅 读 图 书 馆 资 源 的 新 需 求 ，

2009 年 4 月，东莞图书馆开通了手

机图书馆，将热门的图书、精选的

期刊文章、最新的报纸推送给读

者。同时，还不断加强手机图书

馆的资源建设和及时进行服务整

合 ，满 足 读 者 日 益 变 化 的 新 需

求。读者通过手机上网、读者证

号登录，不仅可阅读到丰富的图

书、报刊资源，还能了解到最新的

讲座信息、浏览每日一书的推荐、查

询图书馆馆藏、续借图书、进行留

言等。

公共电子阅览室：
网络文化权益的基本保障

“十二五”期间，文化部拟在

全国实施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

划，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网络

文化权益为目标，依托现有图书

馆服务网络和文化共享工程基层

服务点，进一步推进免费开放，丰

富数字资源，建设文明、健康、安

全、便利的公益性互联网服务体

系。东莞市已被确定为公共电子

阅览室计划的试点城市之一。为

了有计划地推进公共电子阅览室

建设，东莞市已初步选择在虎门、

常平、莞城、塘厦、麻涌 5 个镇率先

进行试点。

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个平

台，公共电子阅览室的服务将以

健康的互联网信息和益智游戏、

电 子 书 刊、共 享 工 程 资 源、影 视

资源、地方特色资源等为主要服

务 内 容，并 以 未 成 年 人、外 来 务

工 人 员 等 群 体 作 为 重 点 服 务 对

象。经过不断完善，公共电子阅

览室将成为集互联网查询、数字

图 书 馆 服 务、网 络 通 讯、休 闲 娱

乐、培训等为一体的公益性上网

场所。

11 月 13 日，清华大学新闻学

院院长范敬宜在京逝世。短短几

个小时里，大学生们常用的人人网、

开心网、校园 BBS上，转发讣闻、寄

托哀思的帖子占满了一个又一个

页面，新浪微博有留言数千条。

这位 79 岁的老人之所以赢得

这样的敬爱，并非因为他《人民日

报》原总编辑的名头，并非因为他

正部长级领导的官阶，而是因为

网友追忆的一件件小事：

他熟悉学院几乎全部学生，

叫得出许多人的名字，甚至毕业

好几年的孩子，在单位的表现，他

都一清二楚。

他把自己写的书送给学生，

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亲笔题字。

他的学生们提起他，不说教

授，不说院长，更不说领导官员，

而是叫他“范爷爷”。

今天，人们呼唤真正的“大学

精神”，呼 唤 真 正 的 教 育 家 给 中

国 教 育 带 来 新 风 。 网 上 学 生 们

对范敬宜回忆的点点滴滴或许能

给人们一些思考和启发……

“对这个老人，
你无法不爱他”

有 学 生 在 网 上 贴 出 了 一 张

范 敬 宜 亲笔点评的作业照片，让

很多人发出惊叹：一行行清秀的

行楷，仔细标注着对学生作业的

意见。“真是‘总编辑手记’啊。”有

网友评论道。

发帖者非常珍视那本作业，

她觉得，现在不少老师看学生作

业都一目十行，改动也是蜻蜓点

水，而一位部长级老师却能不以

“忙”为推脱，这么精心修改，实在

没想到。

范敬宜，曾历任《经济日报》、

《人民日报》总编辑。2002 年 4 月，

年 逾 古 稀 的 他 接 受 清 华 大 学 邀

请，出任刚刚成立的新闻与传播

学院院长。最初，校内校外都有

质疑：“老范 70 多岁了，也就挂个

虚名吧？”“清华看重的只是他的

名声，不会让他真干什么。”

谁想到，范敬宜上任后不仅

亲自跑到清华办公，还给本科生

开起了专业课。

“他总是带一摞厚厚的手写

讲稿进课堂”，这是一个在很多篇

网帖中出现的细节。

8 年来，范敬宜无论给学生上

什么课，都有一个习惯，他会把上

课要讲的内容工工整整抄写到稿

纸上，带进课堂。但在课上，范敬宜

又纵横捭阖、旁征博引，从不照本

宣科。两个多小时的课，即便拖

堂，都少有学生提前离开。

老 范 给 本 科 生 上 新 闻 评 论

课，每份作业都亲自评改。优秀

作品，还会亲手撰写长篇点评，推

荐到报刊发表。

每当学生取得一点成果，老

范总是热情地给以鼓励。清华大

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曾维康回忆，

今年 7 月，他准备撰写长篇毕业新

闻作品《农村的奋斗》。范敬宜得

知消息，主动向曾维康要来了 1 万

多字的开题报告。

读毕，又专门与曾维康通电

话：“我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看

完了你的开题报告，很激动，也很

感动。你写的话题，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大问题，意义很重大……

这是我家电话号码，有什么困难

随时打给我。”

曾维康担心自己在写法上驾

驭不好。范敬宜说“朴实点就好”。最

后，范敬宜和曾维康约定，待明年

4 月作品出炉时，他一定要读一读。

11 月 13 日，曾维康在博文《缅

怀范先生》中痛心地说：“只怪我

的进度太慢，和爷爷的约定永远

也没法兑现了。”

“对这个老人，你无法不爱他。”清

华学生袁丽萍在博客中写道。

“离基层越近，
就离真理越近”

“手里还拿着范爷爷送的书，

他却已经走了。”一条微博说。去

年夏天，清华新闻学院每个学生

都收到了一本《范敬宜文集》。几

百本书的扉页上，范敬宜都一一

用清秀的行楷题上了字。笔迹清

晰，厚重有力。

学生们翻开书本就能看到一

张褪色的合影——范敬宜和几个

农民打扮的人肩并肩搂在一起，

阳光洒满笑脸。“旁边的这些人是

谁？”“什么大人物吗？”至今有人

仍不理解，和众多名人有深厚交

情的范敬宜，为何要把这样一张

照片放在自己文集的开头。

这是“范爷爷”被打成右派，

在辽西最贫困的乡村务农时，和

生 产 大 队 农 民 兄 弟 们 拍 下 的 照

片。一位叫沙垚的学生，在一篇

题为《茅屋前的大笑》的博文里讲

述了照片的来历。在那个特殊的

时代里，范敬宜在农村一待就是

20 年。20 年里，他的工作之一，是

教当地孩子识字念书。

“离基层越近，也就离真理越

近。”这是学生们在网上发帖怀念

老 范 时 常 常 提 起 的 话 。 在 学 院

里，只要有学生愿意下基层，撰写

调研报告、新闻作品，范敬宜总要

找来一字一句读上几遍，提出建

议，帮助完善，甚至推荐给有关部

门，促成实际问题的解决。

“无论位居多么高显的官职，

他永远和老百姓在一起。”学生沙

垚在博客里感慨。

直 到 他 离 世 ，年 轻 时 的 他

在 农 村 茅 草 屋 前 爽 朗 笑 着 的 照

片 ，仍 静 静 夹 在 他 贴 身 携 带 的

本子里。

“他让我们在浮躁社会里
重新找回自己”

在网上，学生们忆起了范敬宜

生前的各种细节。

“范爷爷讲课，会很可爱地歪

着头听同学的提问，专注认真。”

袁丽萍印象最深的是，这位 70 多

岁的老师从来只站着讲课。

学生们还记得，范敬宜身体健

康时，常常亲手抱着一大堆书画，

戴着老花眼镜，颤颤巍巍地在幻

灯机下给学生讲解如何欣赏《富春

山居图》的疏密得当、浓淡适宜。

他还给一大帮刚入学的“毛

头孩子”在课堂上唱昆曲，用桐城

派独有的古音朗诵《岳阳楼记》，

听得学生们“一愣一愣”的。

今年 9 月，范敬宜健康状况恶

化，学院的老师们一拨拨地去探

望他。谁知，进了病房，就看到穿

着 病 号 服 的 老 人 家 盘 腿 坐 在 床

上。清瘦的身材，显得脑袋特别

的大。

“您这样子像个老顽童。”学

院的老师说。

“哈哈哈……我就愿意人家

说我像老顽童。”范敬宜仰头大笑

起来。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新闻

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建华说。

“ 他 是 一 个 有 纯 朴 之 心 的

人。”已毕业的学生王芳说。

“他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新闻

人。”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周勇说。

2005 级本科生税晓霖在博文

里写道：“《人民日报》原总编、清

华新闻学院院长……这些头衔似

乎太耀眼，在我们心中，他就是一

位老爷爷，一位即使身体不好仍

然抓住每一次机会跟我们见面，

给我们上课，给我们指导的老师、

前辈。”

如 今 ，学 生 们 敬 爱 的“ 范 爷

爷”走了。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

离新闻学院最近的百年古建筑清

华学堂遭遇火灾。学生们想起了

清 华 老 校 长 梅 贻 琦 的 话：“ 大 学

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

于是，有学生在微博上写道：

当大楼在火中燃烧的时候，我们

可以说，我们还有大师。但当“范

爷爷”们在秋风中远去的时候，我

们以什么告慰他，又用什么让自

己心安？

深夜，新闻学院本科生邓喆

在 自 己 的 博 客 上 写 道：“ 要 毕 业

了，才明白 ，范 爷 爷 不 仅 是 一 块

招牌，他还是我们这个家里的顶

梁柱，他坚定了我们这一群孩子

做 一 名 好 记 者 的 信 念 ！ 那 是 种

力 量，当 你 想 起 他 的 时 候，就 可

以在这个浮躁、纷乱的社会里重

新找回自己，坚定我们最初坚持

的信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11 月 11 日，海南某论坛出

现《儋州罕见：28 岁财政局副局

长》等帖文，称现年 28 岁的三亚

市财政局预算科主任科员罗炜

阳，被推荐担任儋州市财政局副

局长（副处级），一时引来不少议

论。儋州市委组织部对此回应

称，此次是公开选拔，一切按程

序走，罗炜阳表现优秀，笔试、面

试都是第一名。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用人正

道，按照这样的理念，年轻官员获

得提升的确没什么不可以。但现

实是，每当青春逼人的官员上位，

往往便招来猜疑的目光——从湖

北宜城 29 岁的市长到山东新泰

23 岁的女副局长，再到海南临高

29 岁的美女副县长……概莫能

外。这无疑是值得反思的。

儋州市这次用人是通过公

开选拔产生的，即便如此，很多

人的第一反应恐怕仍是“背景猜

疑”。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条件

反射，说明两方面问题：一方面，

在公开选拔未成常态的情况下，

人们还不习惯于将脱颖而出者

视为公开的产物；另一方面，公

开选拔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还有

待进一步提高，有必要通过“全

程直播”等手段来取信于民。

年轻官员升迁遭疑并非孤

立现象，其背后是人们“逢官常

疑”的心态：他升官了，靠的是真

才实学吗？他真的是清正廉洁

的吗？他到国外去进行考察了，

是货真价实的考察还是变相旅

游……对于官员言行，人们常常

以不信任的眼光加以审视。

对此，当然不能怪人们猜疑

成癖。这样的反应实在很正常，

因为对于看不清楚的东西，怀疑

以及进行一些“有罪推定”都是

合理的。事实上，在用人、施政

等问题上，人们确有不少看不真

切之处。按照规定，选拔任用领

导干部，必须坚持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原则，但毋庸讳言，某些

地方距这样的要求相去甚远；虽

然县处级副职以上干部应当报

告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也有了

规定，但报告内容仅限于由相应

组织部门掌握，官员财产还远远

谈不上真正的公开；虽然财政预

算也年年提交审议，但过于笼统

粗疏的预算报告不少专家都看不

懂……面对这种种“雾里看花”的

景象，人们怎能不“逢官常疑”呢？

“逢官常疑”不仅仅是官员们

的尴尬，也不仅是公众的无奈，它

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运转成

本增高，所以，无论如何不能等闲

视之。要化解此窘境，只能靠更

彻底的公开和透明，以强有力的

措施来获取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当然，这是个系统性的工程，须在

一系列制度上作出变革。

网悼“范爷爷”——

大学生为什么敬爱这个高校“官员”
新华社记者 周劼人 李柯勇

2010 年柏林

进口特色商品博

览会于 11 月 9 日

至 14 日举行，共

有来自 57 个国家

的 571 家 展 商 参

展。为消费者提

供 来 自 各 大 洲

不 同 国 家 极 富

传 统 文 化 特 色

的 手 工 艺 品 是

柏 林 进 口 特 色

商 品 博 览 会 的

重要特色之一。

图 为 11 月

13 日，顾 客 们 在

德国首都柏林举

行的进口特色商

品博览会上挑选

来自多哥的手工

艺品。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任学武）

日前，陕西电视台名牌栏目《秦之

声》的录制现场举行了一场隆重

的拜师仪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秦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秦

腔表演艺术家李爱琴喜收咸阳市

大众剧团女小生王凤娥为徒。拜

师仪式结束后，王凤娥给现场观

众带来了《周仁回府》中的“悔路”

“夜逃”“哭墓”3 出折子戏。

李爱琴是广受西北人民喜欢

的秦腔名家，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

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她主

演的秦腔传统戏《周仁回府》累计

演出达 3000 多场。为了秦腔事业

的发展，李爱琴扶植、培养了一大

批备受观众喜爱的秦腔新秀，如今

他们已成为秦腔舞台的主力军。

此次拜师仪式的组织者陕西省振

兴秦腔办公室系统通过这种手段，

不断推动秦腔的传承发展，促进

秦腔流派的形成，繁荣秦腔艺术。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文述

通讯员李洁）11 月 11 日，以“墨相

天下”为主题的湖湘书画新四家

作品展在湖南省美术馆开幕。

本 次 展 览 共 展 出 皮 祖 政 、

刘 桂成、吴钦荣、聂之鸿四人的书

法、篆刻、国画作品 80 余件。湖

湘书画新四家的作品各具特色，

皮祖政的书法作品以秦大篆石鼓

文为主基并融入己意，势态流动

而意味蕴藉；聂之鸿的作品笔墨

清丽灵动，色彩润泽缤纷，意境清

新、明朗；刘桂成的书法作品充满

敦煌写本及魏晋残纸并石刻碑版

风格；吴钦荣的作品笔墨霸悍，画

风豪迈朴茂、大气古拙。

本报讯 （记者王晋军）11 月

10 日，由农业部、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北京市政府、山西省政府

共同组织的“山西特色农产品北

京展销周”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

馆开幕。

本次展销周汇集了山西朔州

等11个市360多家企业的近600种

特色农产品。展会期间，太原市举

办了“健康随醋而生——2010 年

醋文化与健康国际高峰论坛”、长

治市举办了“小米文化节”、晋城

市举办了“丝麻文化活动日”等。

大同、临汾、忻州、阳泉也分别通

过“文化搭台、产业唱戏”的办法，

来提升本地特色农产品形象。据

悉，本次展销周以“特色、合作”

为 主 题 ，以 山 西 特 色 产 品 为 重

点，以山西特色农产品的文化内

涵为卖点，以期大幅提高山西特

色农产品的文化影响力，为省际

间农业合作交流树立成功典范。

山西省委、省政府始终把解

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大

力加强农产品文化建设，取得可

喜进展和丰硕成果。

本报讯 （记者肖维波）11 月

12 日，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与

江苏省徐州市政府在北京歌华

大厦举行了共建文化产业基地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歌华

集团与徐州市将利用各自优势，

全力打造位于徐州市新城区的

文化休闲产业园区。在合作初

期，双方还将对徐州市老城区相

关演艺场馆进行改建，力争将其

打造为中外品牌剧目巡演、驻演

剧场及当地剧目创作和研发的

基地，并实行政府支持、企业化

经营的运营模式，使剧场逐步实

现自负盈亏。

徐 州 作 为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素有“书画之乡”“曲艺之乡”

的美誉，文化 资 源 丰 富 多 样，文

化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歌华集

团是国内较有实力的文化产业

投 资 集 团 ，有 着 先 进 的 文 化 经

营、文化创意理念及雄厚的文化

产业投资实力。此次双方的合

作是文化与资本的一次良性结

合，对促进徐州文化产业发展、

丰富市民业余文化生活将起到

一 定 的 推 动 作 用 ；同 时 ，也 是

北 京 文 化 企 业 进 行 品 牌 输 出 ，

实 现 跨 区 域 、跨 领 域 经 营 的 有

益尝试。

话剧《一了百了》受学生热捧
山西特色农产品京城凸显文化内涵

“剑舞楚天——越王勾践剑暨楚国出土文物展”将于2010年11月20日在台湾博物馆开幕。此次展会将有

118件出土文物参展，其中包括16件一级文物。图为11月15日，台湾媒体记者在记者会现场拍照。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