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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激情不退 良知不泯

给文河的这本书写序，我是最不佳人选。

按照一般的习惯，给一本书作序的人，多是名气资历高过作者或与作者

不相上下的。以文河资深加知名记者的身份，他的书理应由新闻行业翘楚来

作序，而不是让我这样的大半生在幕后“为他人作嫁衣”的退休编辑来写。

因为有着这份自知之明，下笔就颇为踌躇。几番踌躇之后，我给自己找到的

心理支撑是：文河既敢让我写，我写就是，谁让他平日里常常喊我师姐呢。

有这个“姐”字撑着，写得可用他就用，不可用由他扔了，找人另写便是。

于是开始信马由缰。

文河的这本书，主要结集的是他的政论时评类文字，每一篇的文字都不

长，但读起来却不轻松。新闻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

史”，所以，记者是当时当事的记录者，应该对当时的读者和未来的读者双重

负责，而担得起责任的文字不会轻松。

作为优秀的时代风云记录者，文河关注的永远是与现实、与民生甚至

与政治最近的话题，也因此都是最敏感的话题。《“官场高危”是地道的

“伪命题”》、《局长案发“近百校长”自首的腐败生态》、《上吊村民的悲剧

和我们相关》、《重拾记者的尊严》、《我们距真正的大学为何越来越远》、

《孩子，永远都不要对这个世界失望》、《户口藩篱突破之后》、《一张没有

“牙齿”的报纸是没有希望的》……这些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与每个人每

个行业每个职业息息相关的话题没有一个令人轻松，正因如此，才有议论

和评说的价值，也才更能反映时代的脉动。文河的这本书里没有歌舞升

平，没有海晏河清，有的是一个时代负重前行的剪影，是清扫污浊之后必

然呈现光明的理想与激情。

在媒体呆久了，听多了见多了灯红酒绿、道貌岸然、上访告状、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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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难免会对社会现实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进而变得麻木。文河是

一个对现实、对生活始终保持着激情的人，更时刻保持着新闻人的高度敏

感。作为资深记者，文河没有对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产生麻木感，他像一

个随时准备冲锋的战士，听见号角便一跃而起，凌厉的文字就是他最好的

武器，剥开种种丑陋的画皮。

在《“官场高危”是地道的“伪命题”》一文中，面对有官员矫情地抱

怨：“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

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文河引用网友的评论指出其荒谬：“这俩

有可比性？官员落马是自作孽，矿工死亡有几个是自己作出来的”？他更直

斥：“这是个地道的‘伪命题’。道理很简单，从政本身没风险，不好好从政

才有风险。”“屁股决定脑袋，有些官员对自己的身份一向过度自恋，受个处

分，或官职降一级，都觉得和百姓丢条命似的，潜意识把当官的‘政治生

命’与矿工的血肉之躯画等号”。

《黑法官黑了谁的脸——一个法官推倒的“多米诺”》锋芒指向司法腐

败：“司法是正义的符号，老百姓怎么去理解正义？除了读书籍查律条，最直

接有效的就是他对身边每一起案件审判的感受，其中最关键的要看法官在举

手投足间是否体现了正义的风范。如果个别法官的行为不轨，如果一些法官

形成‘腐败利益共同体’，我们丧失的就不仅仅是司法的尊严。”毫不客气，

毫不委婉，观点鲜明，掷地有声。

文河的激情不仅仅体现在对假恶丑不麻木、不容忍，无情鞭挞，在对人

间真情的讴歌上，他同样竭尽心力。《感动十年，立德百年——2003-2012感
动河北十年回眸》中，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那些感动了河北的平凡的人

们，“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沉重的现实和这个国家艰难前

行时潜藏在民间的伟大力量。他们是这个世界最不能缺少的人心底色。他们

的身份也许极其平凡，所作所为也未必是什么惊天之举，但每个人对良善的

期待与追求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时刻澡雪我们的心灵。他们平凡，也是英

雄；他们是‘草根’，也是社会文明成长、发展的引领者。”

多年以前，我作为一介“小编”，看着一些颇有成就的记者放弃了刚入行

时的新闻理想，混迹于三教九流之间而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曾经思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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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问题，记者究竟是什么？当时我的总结是，记者是“敲门砖”，记

者是“红灯笼”。说记者是“敲门砖”，是因为有人需要记者手中的笔为自

己“镀金”，进而敲开升官发财之门。进门之后，“敲门砖”也就失去了作

用。而“红灯笼”呢？那时，眼见得有些记者热衷于参加各种会议、各种

开业典礼、结识大小老板，轻轻松松发通稿、拿车马费，孜孜于蝇头小

利。那种场合的记者，特别像节日里高悬的红灯笼，除了烘托气氛，再无

任何作为。多少本可以大有作为的记者因为放弃了理想，就这样在“温暖

的泥淖”里湮灭无闻，可惜可叹。

作为资深记者，可以说，文河已经功成名就，他满可吃吃老本，急流勇

退，更有资格去给别人做“敲门砖”、“红灯笼”，换取一些看得见的“实

惠”，但做这样的记者，文河是不屑的。他说，做一个四平八稳的成熟记者是

容易的，那不过是辗转腾挪的技术活儿，但技术越高，离自己的本质可能越

远，那不是我要的人生。文河要的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正是这样的价值观，让文河永远保持着在新闻理想支持下的激情，不

麻木、不懈怠。永远保持着不被社会浊流吞噬的良知，使他在舆论监督中

不畏一次次的冒险犯难，写出一篇又一篇震人心魄的新闻报道。而他在做

舆论监督中经历的种种，本身就可以写出许多故事，特别是他在一次矿难

采访中面对巨额贿赂毫不动心，面对人身威胁毫不畏惧的一身正气，已经

成为业界传奇。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用这句话来形容文河最是恰当，读完这本

书，我相信，你会认同我的评价。

贾美淑

2015年3月21日

·· 3



序（二）

借我执拗如少年（自序）

作品是记者的“记者证”。

苏联著名记者鲍·波列伏依曾经说过：“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他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者，那他的生命就不是以年计算，也不是以十年计算，

而是以通讯报道来计算的。报道一篇接一篇，其中那些最有意义的作品，就

成为他一生的里程碑。”

这本小册子是我十几年来的新闻评论集子，谈不上“最有意义”，更不敢

妄称“里程碑”，但当初发表在报端的时候，也曾是热气腾腾的，里面既有激

扬文字的畅快，也有感同身受的真情，更有躲避“高压线”的辗转腾挪，甚

或畏首畏尾。现在集束到一起，是重新对自己摸爬滚打的新闻过往做一次丈

量和梳理吧。

（一）

字词最是知冷暖，对于一个钟情文字的人来说，写作，不仅仅是个职业

表达问题，更是一个人寻求自我定义，对曾经的梦想、曾经的执拗回望和唤

醒的问题。

30多年前我上学的时候，身为中文系的学子，人人都以写诗为傲，如果

谁不写诗不谈诗那是要受歧视的。遗憾的是，那时我却没涂过什么鸦，至

今，我也从未在报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歌。不是不想写，实在是自惭形秽，不

敢轻易下笔，因为我觉得写诗需要天分，那种直抵事物核心的天分，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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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具备的。博尔赫斯说过，诗歌只允许卓越。如果要文学样式排座次，

最高级别的文学形式肯定就是诗，所以在西方有这样的说法，世界上只有两

样东西离上帝最近，那就是诗和音乐。散文好比是日子，是我们每天离不开

的馒头、米饭，而诗则是酒，生活里的节日。诗距离世俗生活太过遥远，不

像散文那么容易带烟火气，散文创作可以是优，不行得良，即使写成及格水

平，也能混口饭吃，诗不行。而恰恰是诗，人类的想象力和文字的无限风光

尽在那里。诗是执拗向上攀登之旅，是少年精神，与荷尔蒙、血压、心跳速

度均密切相关。散文则是中年心态，相当于一个下山的人，剩下的是对爬山

的回顾，对山的高度以及风险的再认识。在《失败之书》里，北岛曾经抱

怨，“写诗的因诗歌的异端而受牵连，被认为神经有毛病，写散文的知书达理

秉公天下，活得堂堂正正。”中国是个现在进行时的散文大国，要想活得从

容，写诗是最不靠谱的选择，所以，北岛最后也改写散文了。相比之下，我

这个业余爱好者等于眺望了一下高处的险峰，没怎么攀登，就直接下山了。

但对诗歌的热爱，我却从未间断。

“你可以不写诗，但你不能没有诗意。”什么是诗意？心中有诗，才有

意。我觉得做个诗人太难，退而求其次，做个有诗意的人不难。离蝇营狗苟

远点，多说点真话不说假话，尽量葆有赤子之心，磊落一点，性情一点——

总之，只要别太功利世俗了，有诗意比做诗人要简单得多也容易得多。

因此，无论工作还是写作，诗意一直是为我心仪的一个维度。

首先，做新闻对我从来不是饭碗，而是内心里喜欢做，愿意做的。这和

一个人的性格有关，我这人就是喜欢杀伐决断，快意恩仇。我最服膺的信条

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的名言：“新闻的第一义在大胆，第二

义在诚实不欺。”所以就特别愿意做批评报道，越是那种贴身肉搏式的，越做

得过瘾。即使肉搏中受到威胁，受到谩骂围攻甚至受到殴打，也难改其风。

感谢燕赵都市报的李炳庠总编辑，这么多年给了我这个平台，容忍我的

好勇斗狠，放任我即使在学校里教书，也把我当作燕赵都市报的主力记者来

对待。他有容乃大，我无欲则刚。我做新闻专做自己喜欢做的，那些应景的

给别人树碑立传的或为了奖金或证书的新闻，我统统不做。什么是自由？自

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自由永远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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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就意味着摆脱强权和环境的桎梏，限制中有

了相对宽松的空间。对很多新闻人来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幸运的是，

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正确的人，且赶上全国都市报类发展的黄金期，于是从

1998年 5月起，我和当时的报社编委李树亭合作，开始写一系列的批评报

道，乔装打扮，卧底暗访，一开始就端了石家庄市桥西区的一家播放黄色影

片的录像厅。这可不是简单的路边店，场所就在红旗大街派出所的地下室，

老板每月掏1 000元租金从派出所租来的地方，每天就在派出所的眼皮底下放

映淫秽录像。报道一出，结果可想而知，不但震动了河北整个政法系统，当

时省委政法委书记冯文海还做出严肃查处这种“灯下黑”现象批示。最后石

家庄市公安局急了，桥西分局也急了，红旗大街派出所的所长、副所长，已

调走的前任所长全部停职检查，录像厅老板被拘留，检察院批准逮捕，最后

法院判他 3年徒刑。接着到石家庄市国营肉联厂蹲守，目击猪贩子怎样给生

猪注水，全程跟踪经过检疫的注水肉怎样堂而皇之走进省会市民家的餐桌。

现在看来，这样当记者得罪人得罪狠了，太生猛了。但当时我却没什么感

觉，一是干活投入，全力以赴为新闻为志业，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二是心里

干净，没别人想得那么复杂，无知者无畏。最重要的心里有激情，有冲动，

不做则已，做，就做自己喜欢做的，就不要怕在刀尖上游走。

当然，这样的“游走”久了，非议在所难免。

后来我到邢台采访，饭桌上就听到当地一位新闻老前辈对我的不满：

“人，不能总拉着 圪针走路。” 这是邢台当地一句土话，意思是一个记者偶尔

做一篇批评报道可以，但不能整天挥着舆论监督的棒子乱打一气，好比走路

手里拽着根满是荆棘的树枝，路人只能躲得远远的，这样就不近人情了，也

没人愿意理你，因为你太“个儿”，太招摇，太不与人为善了。

我听了哈哈大笑，因为对方说得太形象了，太传神了。

后来我也反思，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新闻之路的确偏狭，不够专业。新

闻业被奉为圭臬的一个原则是客观、平衡，这方面的努力，我还差得远。记

者太多感情投入一定会冲淡新闻的客观真实，离真正的新闻越来越远，光破

坏一个旧世界了，还要学着建设一个新世界才对啊。

事实上，谁不想追求新闻的专业性和做人的高境界呢？我也想做人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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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一点厚道一点，我也想做事再谦和一点全面一点，但人不可能集所有优点

于一身，一个人出身草莽，就别指望他行事知性优雅若大家闺秀，一个人激

烈张扬，就别指望他内敛沉稳。自己就是这种个性，沮丧气馁也没用，还是

顺其自然吧。里尔克不是这样写过吗？“好好忍耐，不要沮丧，如果春天要

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的完成”，至于春天来不来，不必勉强，更不必担心后

面夏天来或没来。记得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夏天》，他笔下的栀子花被写得很

有神韵。栀子花长得粗粗大大，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他的家乡人管这

香叫“碰鼻子香”。因为“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

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妈的

管得着吗！”

我就是那“栀子花”，花开自美，评说由人，我就愿“拉着圪针走路”，

我就愿意“碰鼻子香”甚或“碰鼻子臭”。与人为善可以是好人，那一定是好

记者吗？未必。年轻的高尔基说得好，“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说‘不’

的！” 在目前的体制内做新闻，说真话就是天籁，不说假话，就是品格，不

能做到最好，次好也是好，也是对坚硬现实的一种批判和不认同。术业有专

攻，新闻也有分工，我做新闻分工就是对现实存在的假恶丑进行批判。这是

我的兴趣，也是我的职责。

可以这么说，在最初几年的记者生涯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没费什么周

章，我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和价值谱系。那就是，一个记者的力量无关

他的职务、职称、名望，也和他的知识、智慧无涉，而在于他的良知，在于

他对社会的认识和反抗，在于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在强权面前，永远不说

假话唱赞歌，哪怕你被社会定义为一个“不合时宜者” 。

（二）

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精神谱系和价值谱系的最大好处，就是现实中好多拧

巴的事，不平的事，乱七八糟的事，基本不怎么让你纠结闹心了。

梁簌溟曾感慨人生有“四难”：乐不难，乐之后不苦难；行动不难行动之

后无悔难；奋勇不难，奋勇之后继续难；活着不难，活着不生厌离之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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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难？因为在人生的根本上弄不对。所以他说，人必须在人生的根本上

弄对了，生活才能弄得妥当，然后才能干什么都对，才能有真乐趣，做到从

心所欲而不逾矩，才能活得不难。一个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谱系和价值谱

系，也许算“在人生的根本上弄对了”吧。所以“辗转腾挪”过程中，我真

没觉得活着有多难。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批判，也没觉得多难，相反，难的反

而是技术层面的，即如何不重复老路把这种批判引向深入的问题。

对记者来说，突破批评报道浅尝辄止的“瓶颈”，最趁手的兵器，就是写

新闻评论。

评论虽说是新闻事件的延伸和扩展，却是一张报纸的心脏和灵魂，也是

检验记者见识、胆识和文字素养的一个标尺。可以这么说，写好评论的记者

不一定是优秀记者，但优秀的记者一定写得好评论。一篇透彻入骨的评论，

需要兼有思想的洞察力和表达的彻底性，对纷繁世事具有独具慧眼的清醒认

识与恰到好处的概括能力。

我第一次尝试写新闻评论是 2000年 3月。我在邯郸邱县暗访，很快打入

一传销组织，不但自己花1 600多块钱买他们的产品，参加他们的学习和激励

会，享受兄弟姐妹对于“新人”的掌声和热情，还偷着抄了学员的传销笔

记，摸清内部组织架构，然后成功出逃并写出近6 000字报道《暗访邱县传销

“集中营”》。在那期报纸头版，我配了一篇评论《爱情、馅饼及其他》，大概

意思是，中国人太容易听信人言上当受骗，因为他们太相信老祖宗“马无夜

草不肥”的格言。其中引用了唐诗，“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陈四益老

先生各改一字成新联：魂迷金“币”路，望断“欲”门关。 一字之改，顿成

当今世人写照！

对“金币”魂牵梦绕，“欲”门关的确难过。

骗人的戏法人人会变，机关巧妙各自不同。任何时候，任何骗子，“机

关”不是馅饼，就是烧饼，总之不会超过“利欲”二字。明白这点，便不会

轻易对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心驰神往。

尽快致富，本身并不错，但要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老祖宗有言在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整天老想着“一夜暴

富”，最大的可能是，拿自己的那点血汗钱，帮助别人率先暴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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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现在的眼光检讨一下，这样的评论确实有些不伦不类，主要问题还是

“绕”，明显带有杂文的笔法，但文字表达已不成问题。我之所以对这第一篇

“念念不忘”，更在于它基本确定了我今后评论的方向，尽量贴近新闻，尽量

写带有记者体温的评论性文字，因为这也是记者写评论最大的优势。一个学

者，理论上学富五车，一个作家，文字的操弄新颖别致还具想象力，但对具

体新闻事件、社会现象的评论，毕竟都隔着一层，只有记者，只有当事记者

浸淫在新闻其中，最能深切体味个中滋味，也最能写出带有个人印记且饱含

感情的评论性文字。

当然，再多的生命体验再深刻的思想感情，如果没有精准简练的文字，

也只能感动自己说服自己，不能成为影响大众的公共产品。每个有写作经历

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有些时候，“技巧更是王道”。语言是达意的工

具，文字是思想感情到达目的地必经的“道路”。

而要熟练精准地使用这个“工具”，没有比习诗更短的捷径，因为诗，也

只有诗，最能体现人类对语言使用的“高、精、深”技巧。恰恰在写作过程

中，我才越发体会到诗歌洞彻生命本质的精准概括力。

2004年，一纸判决为死者伸张了正义，但过程极其惨烈。邯郸涉县一个

叫崔文田的复转军人，和邻居发生纠纷被对方告上法庭，因为对方是某镇党

委副书记有权有势，法官偏听偏信，崔文田愤怒不满，无奈上吊自杀，最后

村民们实在看不过去，抬着死者棺材坚持上访，引起上级领导重视，这起枉

法官司，终于得以纠正，枉法的法官被判了刑，恶告的邻居被撤了职。配合

这篇报道，我写了一篇《上吊村民的悲剧和我们相关》评论。当时充溢我胸

的，除了拍案而起的愤怒，还有卞之琳的诗句。

“为了争取说话的自由，血说话了”20世纪 40年代，诗人卞之琳为悼念

死难的同学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半个世纪后，河北涉县的一个无助的村民崔文田，为了抗议一纸不公法

院判决，上吊自尽，也用血说了话。

同样的死难，同样的惊心，但带给我们的却是不一样的沉重——诗人笔

下的“血渍”是旧时代“流氓政治的伤痕”（卞之琳诗句），但崔文田的悲

剧，完全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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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有什么评论语言能比“为了争取说话的自由，血说话了”直捣问

题内核的呢？形象、惊心，无比的凝练。对照这样具有无限想象力的诗意，

自己下面的文字，不过是事件的重复和情感的“絮叨”而已。这就是诗的魅

力，这就是语言表达的魅力。

在写作中，诗不但给自己的文字增色，更能让你沉浸其中的意境并相得

益彰。2002年曾写过一篇《魅力民间》，是关于年俗的。

传统的民间，沉淀着许多人的幻想。传统的民间，也蕴藏着更多人的希

望。一窗朴素的窗花，也许没有现代工艺的精致高雅，但我们能感觉到它泥

土般的粗糙与芳香。一幅简陋的年画，可能土得掉渣儿，却积攒着黎民百姓

几世几代的爱恨悲欢。

历史无情，该遗弃的，一切都随风而去，想留也留不住。但该留的，想

遗弃也遗弃不了。

“……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

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蛰伏不等于消失，寂寞和韧忍都是为了更好地绽放。

年，把一切民间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感觉，写着写着，诗意就冒出来似的，那就是戴望舒的《偶成》。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聂鲁达）

是的，没有什么诗是白读的，“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

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三）

最后，说说本书编辑的体例。

2001-2007年，我负责燕赵都市报每周周日出版的《新闻周刊》。《新闻周

刊》是燕赵都市报的品牌，以稿子生猛著称。那时的舆论环境也好，几个记

者都是“大牌”也写得带劲，编辑的视野也宽。几乎每周我们都有“主打”

稿，针对一个新闻事件一发就是几个版。固定地，每到周六上午，偌大的编

辑部，就剩下周刊的几个编辑趴在自己的“小格子”里编稿，我主要看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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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主打稿，然后自己敲出一篇评论，配发在周刊封面，叫“新闻评说”，起

一个提纲挈领深度导读或“点睛”的作用。当然和我做新闻一样，写“新闻

评说”，也不是任务，不是必须。如果对周日见报的“主打”新闻有兴趣了，

我就写一篇，没兴趣了，我就不写。零零散散，几年下来也有四五十篇存

货。现在挑挑拣拣，就是本书第三辑“冷眼热观”的模样。

第一辑“权力面相”，最能体现本人说“不”的本色，针对贪腐的，针对

司法不公的，有关社会正义的，感觉是最有牙齿的，写得也比较过瘾。

第二辑“周末杂谈”， 形式风格比较固定规整，都是2013年11月至2014
年月每周写给燕赵都市报周末刊的“专栏”。

第四辑“爱之大纛”，是这些年针对“感动中国”和“感动河北”年度人

物评选所写的评论性文字。当初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署名本报评论员，有的干

脆就是“燕赵都市报编辑部”，但自己比较喜欢，也就收了进来。

第五辑“别有幽怀”，均是带有个人色彩的文字，数量不多，但最能体

现自己的性情和风骨，几乎是一股脑地全收进来了，包括两篇为“一纸风

行”丛书写的“小序”，一篇人民网访谈实录，算是对曾经的新闻生涯的远

眺和回望吧。

书名《唯有大地上歌声如风》是里尔克的一句诗，刘小枫《诗化哲学》

曾引用过：

没有认清痛苦

爱也没有学成

死的驱使还不曾揭开帷幕

唯有大地上的歌声如风

在颂扬，在欢呼

——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第一部，第十九首

后来买来里尔克的诗集，翻了半天也找不到原文出处，可能不同译本的

具体文字有差异吧，但就像初恋难忘一样，总觉得“唯有大地上歌声如风”

是最好的。也许，这是无法改变的一种执拗吧。

木心先生有首诗叫《借我》：

借我一个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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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碎片，

借我瞻前与顾后，

借我执拗如少年。

借我后天长成的先天，

借我变如不曾改变。

借我素淡的世故和明白的愚，

借我可预知的脸。

借我悲怆的磊落，

借我温软的鲁莽和玩笑的庄严。

借我最初与最终的不敢，

借我不言而喻的不见。

借我一场秋啊，可你说这已是冬天。

权且借先生的诗给自己一个小结吧，算是自序。

李文河

2015年3月22日

·· 12



第一辑权力面相

1 “官场高危”是地道的“伪命题” ………………………………………3
2 底线失守是无良权力的一种面相 …………………………………………6
3 局长案发“近百校长”自首的腐败生态 …………………………………9
4 “书记要我5000万”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 ……………………………11
5 权力一发“烧”，脾气就“冒烟” ………………………………………14
6 “官员讲稿抄袭”是权力的派生物 ……………………………………17
7 “硬判都要判”背后的强权逻辑 ………………………………………20
8 校舍安全是一个社会的温度和远见

——追问“一个小学生之死” ………………………………………23
9 干部“有权无威”是谁造成的 …………………………………………26
10 是什么“润滑”了醉驾的车轮 …………………………………………29
11 为什么付华良案能灼痛我们的神经？ …………………………………31
12 不同的“矿难”，一样的“杀人” ……………………………………34
13 为什么爆炸的悲剧接二连三？ …………………………………………36
14 比爆炸伤亡事故更危险的是“人祸”？ ………………………………38
15 警钟声未远瞒报又发生?…………………………………………………40
16 比隐瞒更危险的是“父母官”心态 ……………………………………42

目

录

··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