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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2021_2022__E6_96_B0_E

4_B8_9C_E6_96_B9_E6_c26_222510.htm 今年的重庆市申论考

试的考察的话题是一个热点话题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话题。

可以说考察的话题是很多考生都了解过的热点话题，但考察

的题目却很出乎大家的意料，题目并不是直接要求考生给出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对策，而是问“为什么食品安

全问题总是在新闻媒体曝光后才引起关注”。这里就突破了

常规申论命题中侧重“解决”问题的命题方式，而改成了“

探究”“如何发现问题”或者说是“如何更好更快地发现问

题”。 在以往，确实有少数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在实施“社

会公共管理”时，要等问题比较严重了，才会“发现”，才

会“想到”要去解决，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如题目中所说的由

“第三者”（新闻媒体）来“通知”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

情况。但这些现象与现在我们国家提倡的 “尽早发现问题”

，“尽早处理问题”的工作思路是相违背的，因为只有在问

题还没有恶化时采取行动，才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减少

损失。 而对于“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总是在新闻媒体曝光后

才引起关注”这个话题，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建议广大考

生应该“辨证”地看待这个话题，从多个角度寻找这个问题

的原因所在： 一、从客观的角度看，新闻报道的快捷性和行

政工作的程序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于这个角度，广

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建议广大考生首先要以客观的态度来看

待这样一个事实：“新闻报道的速度永远是快过行政工作的

反应速度”。为什么戴老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谈“新闻



报道”的特点，顾名思义，“新”闻的关键就在于“新”，

要做到时时“新”，常常“新”，那么就需要“快”，“快

速地”发现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因此从

这个角度看，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一种很“快捷的”的信息传

播方式。而政府部门呢？坦诚地讲，很多时候，行政工作强

调的是一个“稳”字，行政工作很多时候是一种很“程序性

”的工作，“程序性”的好处在于其“处理方式和手法的稳

妥性”及“不易出现偏差”，同时“程序性”的好处还在于

其“公平性”和“防止权力滥用”。 在这里，戴斌老师希望

举一对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 现在假设某地区出现了一个社

会问题，一个基层工作的公务员发现了问题（我们暂且不管

这个问题是该公务员自己发现还是由群众向该公务员举报反

映的，因为两种方式都代表其已发现了问题），假设他马上

向主管的部门领导汇报。那么部门领导知道后首先要了解情

况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就需要马上就要向单位领导汇报。在

某些时候，如果问题比较严重，单位领导还需要召集单位内

的相关干部，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对策。解决对策出来后，如

果涉及面较广，需要多个部门协作展开解决问题的工作，那

么还需要将相关的情况汇报市委市政府（或县委县政府或省

委省政府），然后由市里的（或县里的或省里的）主管领导

召集相关单位的领导开会，同意布置相关的治理工作，还要

确定相关的配合协调机制和相关的配合协调人来负责部门间

的配合协作。 而新闻报道的过程呢？假设一个记者发现了一

个社会问题，那么他要做的首先是收集相关的素材，然后形

成相应的新闻稿件。完成后，将稿件交给版面编辑（或主编

），很多时候主编如果认为该新闻报道可以登载，那么早的



话可以当天发表，晚的话至少可以在下一期报纸（或杂志）

中发表。 通过上面的一个简单的对比，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

这样一个问题，从对社会问题的反应速度上来看，由于新闻

报道“出炉”所经过的环节要少于“行政决定”“出炉”所

经过的环节。为什么？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这主要

是因为行政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做出“行政决定”，而我们都

知道“行政决定”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是必须“强制实施”

的，是对该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么从这个方面看，行政

决定就注定了不可能像新闻报道那样只经过几个人（很多时

候甚至只有作者和主编两个人）的简单“流转”就产生“结

果”或“结论”的。新闻报道如果出现了“偏差”，很多时

候是可以“补救”的，甚至不一定会产生太多不好的“后果

”。但行政工作不可以，也不允许因为“草率”而出现“偏

差”，因此行政工作需要很“谨慎”，因为“行政决定”的

做出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但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保持

“谨慎”的同时常常不可避免地会牺牲“效率”，那么出现

对社会问题的“反应速度”慢过“新闻媒体”的情况就是一

个很正常的现象了。这个观点实际上和法学中的“效率”与

“公平”的权衡问题是很相似的，因为很难做到甚至可以认

为是不可能做到“两全其美”的。 说到这里，戴斌老师希望

澄清的是，戴老师谈这个角度并非是为相关的部门“说话”

，只是希望从更理性的角度去看待“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总

是在新闻媒体曝光后才引起关注”这个话题。其实政府部门

相对“媒体报道”的所谓“滞后性”，不仅仅只是在食品安

全问题上存在，其实在其他社会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上也存在

这样的现象。但并不是所有的责任都在有关的主管部门身上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以媒体“快捷标准”去要求相关的政府

主管部门，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比较”。但有些时

候，有关的政府部门是否真的尽到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发现

问题”的义务呢？戴斌老师认为并非全部的相关的政府部门

都尽力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因为所谓“滞后性”虽然是客观

存在，不可避免的，但“滞后性”的“程度”问题，就是衡

量有关政府部门合格与否的重要指标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