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经济发展还是要环境保护，并不是一道选择题，真正值得思考

的是，如何真正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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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禹潜

近日，由于社会对涉及未成年人权益

的高度关注，相关媒体报道增多，在履行舆

论监督使命、促进问题更好得到解决的同

时，一些报道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这不

禁让我们反思，在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等触动社会神经的事件的时候，媒体的报

道该怎么做？

以新闻人的眼光看，调查监督类报道

最明显的缺陷就是平衡原则的崩塌。一些

涉未成年人权益报道被责难的原因，正是

因为报道偏向于事件中的一方，从而引发

舆论的反弹。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是新闻从业者

的必读书目，书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原则为：

新闻工作者应该尽量使新闻全面均衡，给

事件中的每一方都赋予发言的机会，切忌

听信一家之言，过早给事件定性。

在消息飞得越来越快的流量时代，信

息生产也不得不紧跟热点，在越来越多的

情况下，很多人获取了事件的一个侧面便

立刻想要发布。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蜂巢

式新闻”，信息生产者像筑巢的工蜂，一点

一点地拼凑事件的全貌。然而，作为负有

专业报道职责的新闻人，更要谨慎施为，在

下结论前先“让新闻飞一会儿”，对收集到

的每一个信息碎片采取审慎态度。

有一本新闻学名著叫《报纸的良知》，

里面写道：不真实的恶果在报纸上往往会

放大上好几倍，所以对事实的叙述不能给

读者留下错误印象。著名新闻记者穆青认

为，“新闻是一种叙事文”。这意味着不同

的叙事话语会产生不一样的传播效果。媒

体肩负着引导舆论的责任，面对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的性侵事件，必须如履薄冰地对

待每一次报道。

那么，在这样的事件中，媒体应该怎么

做自己的报道呢？

不管在哪一个文明社会中，性侵儿童

都是主流社会深恶痛绝的恶劣行径，也往

往能够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2017年，某

国际主流大报在揭露哈维·韦恩斯坦的性

侵案件之后，又连续密集性地报道了美国

体操协会队医拉里纳萨尔性侵队员事件和

澳大利亚天主教神职人员大规模性侵儿童

事件。其对待性侵案件报道中所采用的技

术手段、表现的职业道德，被视为新闻工作

者操作的范例。

首先，在每个案件中，记者都会深入挖

掘受害人的心路历程，在性侵定义和受害

者创伤方面下很大的功夫，在报道中呈现

受害者受到的精神伤害。对于受害者遭受

侵害后有可能患上的 PTSD（创伤性应激

障碍）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都有了解，才不

至于认为“受害人对侵害者表达过爱意就

不是性侵”。

其次，在近几年关于性侵的数百篇报

道中，该报极少报道关注侵害者发起的对

受害者有利的行为，几乎不会合理化侵害

者的行为。在伦理上，这一系列报道同情

遭受权力压迫的性侵受害者，优先为弱势

群体提供发声渠道，为社会公共正义发声。

相关案例为我们报道未成年人受性侵

的案件，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在发表

报道之前，先筛选和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坚

持全面性、平衡性，在最基础的技术方法上

不失误；其次，要深挖事件过程，引入专业

视角，不要盲信某些片段式的信息；最后要

谨守自己的良心，要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

上发声。

有人会有疑问，偏向受害者的报道方

式，是否违背了平衡原则？著名新闻学者

迈克尔·舒德森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

的社会史》一书中诗意地比喻了记者寻

求真相的过程：客观性往往就像物理实

验中的小孔成像，你只能看到真相倒映

出来的模糊印象，却永远无法追寻得

到。在接近平衡、客观的过程中，心中始

终有一把伦理的秤，才能让报道传递温情

而不是冷漠。

社会有时候像一层无垠的“无知之

幕”，不知道什么时候，侵害就会降临，旁观

者沦为事件中的弱势群体。总有人需要在

此时大声疾呼，记者，就应当是站出来点亮

黑暗的人。

为无声的弱者发声，为社会的良心代

言，永远是新闻人颠扑不破的追求。

毛建国

现存数量不足500只的绿孔雀，

暂时逼停了已投资10亿元的水电站

项目。近日，云南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云南绿孔雀公益诉讼案作出一

审判决：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

开发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戛洒江一级

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

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

伐。此案是国内第一例濒危野生动

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引起了社会

广泛关注。

同样是孔雀，其实大不同——我

们平时看到的是蓝孔雀，原产地在印

度和斯里兰卡；而绿孔雀数量稀少，

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真正的原生种

群。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涉及的，是绿

孔雀在中国的最后一片面积最大、最

完整的栖息地。

目前，法院已经作出了一审判

决，但在原告方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

友环境研究所看来，绿孔雀只是暂时

逼停一级水电站，“绿孔雀保卫战”尚

未取得最终胜利，因为法院判定，对

该水电站的后续处理，待完成“环境

影响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后，再由相

关部门作出决定。“自然之友”认为，

被告提交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存

在重大失实和重大缺陷”，如果在

此基础上“打补丁、补漏洞”，存在

很大变数。

这起案件走到现在，带来的启

示是沉重的。未来不外乎两种可

能，一种是继续施工，这对环保组

织来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还有

一种是大局既定，水电站对设计方

案进行根本性改变，或者干脆直接停

工。这是环保组织希望看到的，可对

于项目投资方来说，结果过于沉重。

这也意味着，案件很难双赢，很可能

只是零和博弈。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

然不需要赘述了，整个社会的认识，

早已过了以牺牲自然来发展经济的

阶段，当发展与保护发生直接冲突

时，宁可摁下发展“停止键”，也决不

牺牲自然，也早就成了社会共识。正

如这起“绿孔雀保卫战”，只要证实水

电站实实在在威胁绿孔雀的生存，哪

怕付出再大代价，也应当坚决喊停。

法院的一审判决体现了这样的导向，

但代价毕竟存在，正如一根刺一样，

是很难一抹了之的。

根据此前的报道，这个项目已经

投资超过10亿元，一旦项目搁浅，会

造成多大的损失，这是谁也无法忽视

的。要经济发展还是要环境保护，并

不是一道选择题，真正值得思考的

是，如何真正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落实到位。体现在项目建

设中，就是要把环境充分考虑在内，

要按照要求做好环评。现在所有重

大项目在上马之前，都要按规定做环

评，可是一些企业所做的环评方案，

标准到底有多高，有没有把各种可能

性考虑在内，是值得追问和探究的。

不必讳言，现实中不少项目环评

存在标准低、走形式等问题。有些投

资方存在一定侥幸认识，以为只要投

资强度够，经济价值大，即便遇到一

些环境问题，也会得到“保护”，总会

有变通方法。其实，中国早就过了为

项目牺牲环境的阶段了，这些年来，

重大项目因为环评不过关导致搁浅，

最终蒙受重大损失，这样的事例并不

罕见。高标准做好环评，不仅是对环

境负责，也是对项目本身负责，那些

以为重大项目即便环评不过关也会

受“保护”的人，该切实转变观念了。

“绿孔雀保卫战”胜败都不轻

松。无论这起案件有没有变数，都是

在提醒我们：在环保问题上千万不能

有任何疏漏，不能存在侥幸心理，要

避免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

郑宇飞

“一片土豆1.5元、一碗米饭7元”，近日，餐饮行

业涨价成为热议话题，尤其是海底捞和西贝莜面村

两家大牌先后为涨价道歉并恢复原价的神操作，更

引发不小争议。

涨价又降价，对这番折腾大伙各有看法。有人

认为，只要合法合规，涨价属于市场行为，无可厚非，

消费者用脚投票即可；当然，也有人猛批，趁着疫情

涨价是趁火打劫，遭到抵制“让步”则是借机炒作。

综合来看，商家决策，既要看成本，更要观利弊。虽

然单就涨价而言，海底捞和西贝其实无需道歉，公众

也不应做道德评判，但在这个时候涨价，确实忽视了

许多消费者的心理感受和接受程度，只能算一次失

败的压力测试，从商誉角度来说未免得不偿失。

但风波过去后回头再看，餐饮行业涨价，确实也

有其客观原因。受疫情影响，餐饮行业本就错失了

春节营业黄金期，接着又历经了两个多月的停摆，部

分商家损失惨重。如今虽说逐渐恢复经营，但出于

安全考虑，餐桌要隔开距离，顾客要控制密度，营业

额一时也很难恢复正常水平，而店铺租金、人员工

资、外卖佣金等固定开销却不能打折。面对这种压

力，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盈利办法，财大气粗的品牌也

拉下面子涨价，其实也是“求生”的本能反应。

如今各行各业复工复产，但以餐饮、文娱、旅游

等为代表的服务业，不少业务涉及人员集聚、面对面

服务等情况，要完全恢复元气尚待时日，其中小微企

业的日子更是难过。面对现实困境，企业本身要开

动脑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服务质量、吸引更

多顾客。比如有的餐馆出售精致半成品、自制堂食

挡板；一些实体服装店在店里开直播，收获大批“线

上”新客，这些都是远比涨价更为有效的“自救”途

径。更进一步看，帮助商家缓解压力，还需相关部门

“再送一程”。此前，不少地方搭建平台联合银行提

供金融服务，为小微企业对接融资需求；也有政府提

供专项资金，通过减免房租、发放岗位补贴，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好举措很多，但关键还在于及时兑

现、确保到位。

吃一顿火锅、买一杯奶茶，城市的烟火气在生活

点滴处苏醒过来。携手走过了最困难的时光，如今

继续彼此理解、相互支持，疫后繁荣就大有可期。

“跑路”

健身房老板“跑路”，导致数千元

的消费卡作废；教育机构一纸公告宣布

倒闭,连带余额过万的课程费“打水

漂”……疫情期间，多地频现预付费消

费纠纷。仅2月份以来，全国有数十家

教育培训机构因关停、不返还消费者预

交费被投诉，其中不乏知名机构。

新华社发 尹志烨 作

流量时代，怎样保护受侵犯的未成年人
在接近平衡、客观的过程中，心中始终有一把伦理的秤，才能让报道传递

温情而不是冷漠。

正视“涨价失败”
背后的企业困境

面对现实困境，企业本身要开动脑筋，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服务质量、吸引更多顾

客。更进一步看，帮助商家缓解压力，还需相

关部门“再送一程”。

“绿孔雀保卫战”胜败都不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