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段“最美野长城”，不是技

术的水太深，而是调查的水

太深。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最美野长城”，从几

天前的质疑，到专家出面打脸，再到媒体的真

相调查再打脸，剧情已经反转过多次，似乎每

一次，都不是以定论的形式出现的。而昨天，

新京报记者通过多方证实，锥子山这段野长

城，在2013年至2014年修缮时，施工方确实使

用了水泥。这就意味着，整个施工属于违规操

作。而在此之前，辽宁绥中县锥子山长城“被

抹平”事件调查组成员付清远曾经表示，锥子

山长城在维修工程技术上，没有问题。

作为有着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等头衔，

并且作为此次国家文物局调查组 6 人小组成

员之一的专家，在这段“最美野长城”的修缮受

到广泛质疑的关键时刻，一句话可以定风波，

也可以搅浑一池水。然而这一次，牵涉到的不

只是700年历史的珍贵文物保护问题，还牵涉

到国家 1000 多万元的补贴资金，是否存在违

规操作的问题，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说，深入调

查、准确发布，都是应有之责。但是这么严肃

的事，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不论是专家，还是包

括辽宁省文物局的官员，对于公众的质疑，并

没有表现出与身份角色所般配的姿态。一个

面对记者的调查，从前一天的“没问题”，到后

一天的“涉嫌违法”，左一个耳光右一个巴掌，

把自己的脸蛋打得生响。另一个，干脆撂挑子

说，“我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岗位工人，跟我

没有关系，你问我的东西我都说不来”。

不严肃的调查，关系到调查机构的公信

力。事实证明，公信力缺失得越多，真相丢失

的就越多，对社会造成的的伤害就越大。

事实上，早一天“反转”的剧情，着重表述

了上报各级文物局的方案，但并没有表述关键

的一个环节——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至今

并未上报国家文物局验收。这就意味着，这一

段野长城，至今未完成验收。同时，这个剧情

中，着重表述了铺设的是符合国家文物修缮标

准的“三七灰土”材料，并没有承认使用了可以

起到一票否决效果的水泥成分。这是调查深

入的不够，还是有意无意的忽略，还是一个有

待对调查组进行调查之后，才能给出的答案。

另一个令人笑哭不得的事实是，最美野

长城被“抹平”的爆料出现之后，即便对于文

物保护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在短短几天旁观

这场舆论风波的过程中，对于长城的修缮，实

际上也已经完成了“扫盲”与“启蒙”的过程，

但是针对媒体的追问，辽宁省文物局负责人

的回复则让世人大跌眼镜。这位负责人以不

是技术人员、不是岗位工人、跟我没有关系为

由，一问三不知。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名省

文物局的负责人，你知识的贫乏，与你职务的

岗位配不配？这段“最美野长城”跟你的职务

有没有关系？

好在，针对媒体和社会关注的保护维修

施工问题，国家文物局在调查展开之前曾经

表示，如该工程存在施工管理、工程质量等问

题，一经查实，将依法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

严肃处理，决不护短，决不姑息纵容；如涉及

违法违规问题，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看来，调查还远不是下定论的时候，但是有一

点可以下定论——这段“最美野长城”，不是

技术的水太深，而是调查的水太深。民众期

待所有的问题，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能够真正

做到大起底，一锅端。

“最美野长城”剧情为何反转无常

昨日，一则消息颇引起关注：因“开除患

癌女教师”而广受争议的兰州交大博文学院

院长辞去院长职务，聘任陈彪为院长。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对陈玲的一种处

分，然而并不是。实际上，这是为了贯彻甘

肃省教育厅相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属民办院

校董事长和院长必须分设、学校所有权和管

理权相分离的要求。虽说这些措施与“开除

患癌女教师”事件有关，却不是对陈玲的直

接处分。作为实际出资人，陈玲仍是博文学

院的董事长。

但这事情不能就此划上句号。在这起

风波中，无论是陈玲所扮演的角色，她个人

的任职资格，以及民办院校的治理结构、监

管方式，都有太多值得追问与反思的地方。

就开除刘伶利这件事情来说，虽然学院

已执行法院判决，与家属和解并作出赔偿，

学院人事处处长也被停职，但作为学院院

长，陈玲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换言之，博

文学院在此事件中已违反劳动法等法规，难

道仅道歉、赔偿就够了吗？如果是公办学校

发生这类违法行为，作为主要负责人的院

长、校长，恐怕难以免责。难道因为博文学

院是民办院校，而陈玲又是学校出资人，就

拿她没有办法？这样的话，又该如何规范民

办院校依法办学？

陈玲身上的各种称号与光环也备受质

疑。例如，博文学院官网介绍陈玲是北京师

范大学博士以及北京大学研究院、访问学者，

但北师大和北大均作出回应予以否认。北大

为何否认陈玲曾为该校访问学者？这其中是

否有什么猫腻，值得进一步追查。问题可能

出在陈玲，也可能出在这些高校，但无论如何

不能变成一笔糊涂账。如果其中涉及违法违

规行为，更不容轻易放过。

“开除患癌女教师”事件折射的是公办

院校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合作办学的乱象，对

此更不能停止反思。像博文学院这类独立

学院，应按照教育部 2008 年出台的《独立学

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加以规范调整，或由教

育部组织考察验收并核发办学许可证，或申

请转设为民办高等学校。据此，博文学院进

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分设董事长与院长，只

是“小打小闹”，更关键问题在于对其办学

资质、办学条件进行梳理，明确其身份地

位，规范其办学方式。否则的话，这类民办

学院可能沦为打着“公益”旗号、实则借办

学大肆揽财的商业机构。

陈玲从房地产商转型举办民办院校，这

并非不可；只要热心民办教育事业，应当加以

鼓励支持。但前提是要合规合法，按照《民办

教育促进法》等法规办事，这才是对广大学生

与教职员工真正负责的做法。如今，陈玲虽

辞去院长职务，但她如果还是把学校当自己

的产业，不尊重教育行业本身的特点，那么无

论换谁当院长，也不过是她的“傀儡”。在此

之前，博文学院已有过类似教训。

女院长陈玲辞职，追问反思不能停

陈玲虽辞去院长职务，但她

如果还是把学校当自己的产

业，不尊重教育行业本身的

特点，那么无论换谁当院长，

也不过是她的“傀儡”。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应该在电影界立下口碑的百花奖出人意

料地在电影以外刷出了存在感。很多人质疑

评奖有内幕，也有人爆了很多让人匪夷所思

的料。大家将焦点投在各种传言和争议中，

参展电影本身的好坏反倒少人关注了。

电影圈里的各种潜规则我们也不是第

一次听闻。只是，一个当拿电影说话的奖

项，占主角的却不是电影，不是演技，而是

口水、骂战，多少让人有点悲哀。

电影圈里的事我们原本大可不必较这

个真。不管有没有好电影，该评的奖还是得

评，你满意不满意，总有冠军出现。在一个

封闭的小圈子里，大家排排队，分果果而

已。电影这种东西，在不同人的眼里可能泾

渭分明。同一部电影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

不好，有的人被触动，有的人根本毫无感

觉。很多时候，这跟个人的审美情趣、经历

有关，跟电影本身的好坏无关。我的经验

是，只要大家说好的东西基本上差不到哪里

去，自己喊得最响，动静最大的，往往不如

外表那么光鲜，买票进场多半是要后悔的。

公信力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但是清

白、公道是最起码的要求。评奖没有绝对

的公平，既然制定了一套规则，就得遵守规

则，严格按规则办事。输要输得明白，赢也

要赢得服气，公平是任何评奖的立身之本，

没有了这一点，再多的奖再多的鲜花大家

也只是一笑而过。

本届百花奖，选出来的演员都是这几

年炙手可热的明星。这倒也没什么，百花

奖是由观众评选而非专业的奖项，追随世

俗观点，迎合大众审美情趣，也是题中之

义。你是好电影，用了这个技能那个效果，

用了这个手法那个镜头，没有市场、无人认

可，一样白搭。评奖需要在这其中寻找一

种平衡，但作为评奖，还要体现出追求，体

现出超越芸芸众生的一种引领意识。

在这一方面，国外有很多现成的经验可

供借鉴，比如奥斯卡，虽然也每年都有争议，

每年都有遗憾，在电影史上口碑上佳的《肖申

克的救赎》，就曾一奖未得，但它基本上还是

选出了当年度最优秀的电影，错过了《肖申克

的救赎》，但它没有错过《阿甘正传》，没有错

过李安。正因为这样，近百年历史的奥斯卡

至今仍身居电影评奖的最顶端。

或商业或文艺，或人性或哲理，世界上

很多电影节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找到了

自己的述事方式。相比较而言，哪个热选

哪个，哪个卖座选哪个，这当然也是一种标

准，但无疑是最短视的一种做法。

更要看到，好电影不是评出来的，而是口

口相传出来的，是一帧帧画面拍出来的，是用

匠心磨出来的，而不是靠吹肥皂泡吹出来的，

在这一方面，中国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百花奖离奥斯卡有多远

哪个热选哪个，哪个卖座选

哪个，这当然也是一种标准，但

无疑是最短视的一种做法。

本报评论员
高路

本报资深评论员
刘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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