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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票难”多年来令铁道部广遭诟
病，其斥资千万元推出的 12306 售票网
站更是招致了一片恶评。
“无法登录”、“刷新缓慢”、“系统

崩溃”让购票者对这个网站的美好期望
彻底落空。

服务能力低是公众怨声载道的主
要原因，而平台建设项目招标过程中
照顾“自家企业”、仅设立唯一的平台
出口等做法则是业内人士对其质疑的

焦点。这一“穿新鞋，走老路”的网上售
票平台被认为是铁路政企不分的新产
物。

1 月 12 日，太原铁路局与山西省政
府、山西省检察院签订太原铁路检察
机关移交协议。这是我国第一个铁路
检察机关正式移交地方，也是铁道部
部长盛光祖 2011 年 12 月底提出 2012
年试水政企分开后铁路体制改革的最
新举动。
“向地方移交是好事，标志着铁路

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正式进入实施阶

段，此举也是政企分开等深层次铁路体
制改革的启动信号。”国家发改委综合
运输研究所研究员罗仁坚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司法体制改革完成后铁路
系统或将进入“政企分开”的大体制改
革。

铁路售票网站一度瘫痪

“很抱歉，当前提交订单用户过多，
请您稍后重试。”

（下转第二版）

现在全党和全国都在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
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营造良好氛围需
要手段，从新闻的角度讲，手段有三个：一是典型宣
传，二是热点引导，三是舆论监督。推选中国企业十
大新闻、十大人物恰恰综合运用了新闻的上述三个
手段：既评出典型，里面有很多正面典型，当然也有
反面典型；同时是热点引导，评选新闻的题目，都是
上下左右关注的热点；另外，也揭露和曝光了一些最
需要舆论监督的问题。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发展
思路，企业界是“稳中求进”的主力军，新闻界是“稳
中求进”的重要的推手，也应该是主力军。这两个主
力军的心能不能往一处想，劲能不能往一处使，这是
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命题。近年来，媒体和政府、企业
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有的时
候我们想不通，我们办的媒体怎么还会出现与政府
部门决策不一致的声音呢？有的报道与新闻事实严
重不符。用新闻行话来说，是虚假新闻。从社会角度
看，新闻公信力来源于新闻真实性，需要我们认真地
把握。从媒体角度讲，坚持新闻真实，关键要学会在
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做文章，在大局下行动，这样
才能给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的发展创造良好氛围，做
好“稳中求进”的推手。这是媒体应该担当的重要责
任。

其实，媒体无论大小，都应该争当主流媒体。主
流媒体有三条标准：一是拥有受众，二是有效传播，
三是必须有核心价值。头两条网络媒体最具备，但是
网络媒体还不能称其为主流媒体，因为还缺少主流
价值，比如今天说一个事情，明天可以否定。这种主
流价值还不稳定，或者说还存在问题。

主流价值就是我们的公信力。在这一点上，建议
媒体的朋友，要着力打造自己的主流价值。不是不能
监督，不是不能引导，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监督，更有
效地引导，需要你懂得大局，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新闻
工作者的良知，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多数都很年轻。年轻人的特点是敢想敢干，
有活力，但要求一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对大局
都那么了解，能够站在八千米的高度看问题，这是不
现实的。我们需要引导、需要培养。这样，上面所说的
两个主力军才能形成共同的合力，有效促进中央“稳
中求进”目标的实现。
（作者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本

文为作者在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十大人物揭
晓仪式暨第八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上的讲话，发表
时略有删节）

售票网站瘫痪招致批评，项目招标被指“照顾自家企业”

翟惠生

铁路政企分开提上日程 新闻界要做
“稳中求进”推手

紫竹评论

脱实向虚是当前经济的主要风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牢牢把握发展
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坚决抑制社会资本
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
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脱实向虚作为一个热点词汇很快流行
开来。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
经济界对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争议屡起。尤其是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
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再度
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然而有的人则认为中国落后在于虚拟
经济发展不够，至今仍呼吁应大力发展虚
拟经济，这是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显然，
此时强调大力发展虚拟经济的舆论，本身
便是一种风险。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
要矛盾，脱实向虚的风险在哪，有必要厘清。

实体经济的“虚症”
和虚拟经济的“虚火”

什么是脱实向虚？是指虚拟资本严重
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规模超过实体经济
所能承担的程度，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的
一种经济现象，这是经济失衡的状态。

（下转第六版）

———四评发展实体经济

休刊通知
尊敬的读者：

因春节放假，本报 1月 24日、1月 31日休刊两期，
2月 7日恢复正常出报。特此通知。

预祝各位读者新春愉快！
《中国企业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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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志豹

1 月 16 日，
在北京西站
的剩余车票
显示栏下，一
位旅客难掩
失 望 神 情 。
“买票难”使
铁道部饱受
诟病，也成为
推动铁路体
制改革的动
力之一。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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