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天 分析评论观点题

作答要求：

根据“资料三”所述，杨成毅被免职引发各方热议，请阐述你对此的看法。

要求：观点明确，认识全面客观，分析透彻，条理清晰，言语顺畅。400 字以内。

给定资料：

三、47岁的杨成毅2005年调至清仁乡后，被选为乡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2012年6

月被选为清仁乡副乡长，负责计生、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这个头已经白了一半、戴眼镜

的中年男人在乡里的口碑一直都很好。

庐山地震发生后，为保证外界救灾物资能顺利发到灾民手中，根据县委、县政府整体部

署，清仁乡在6个月设置赈灾物资发放点，并在各安置点、行政村成立 “抗震救灾”党支

部。驻村干部杨成毅成为黄溪村“抗震救灾”支部书记，成为第一负责人，负责驻地行政村

一切工作。按照规定，每个物资发放点都配备一名乡镇干部24小时值班，杨成毅定点值守

的是黄溪村的共星组，这个组比较特殊，几个大姓氏之间多年存在矛盾，一直都是乡里工作

的难点。这次救灾物资的发放过程困难较多，而地震头两天，清仁乡的物资不充足，远远不

能满足受灾群众的安置需求。因此，发放救灾物资按照优先照顾老人妇孺的原则安排。

2013年4月23日下午4点左右，共星组救灾物资发放现场出现混乱，一些老人反映年轻

人住进了帐篷而老人没有，老人们要求年轻人搬出来。几十个人激烈争吵，情绪一度失控。

而本应在这里坐镇指挥的杨成毅却没有出现在现场。芦山县抗震救灾督察组的工作人员到此

检查，目睹混乱局面。芦山县委当晚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杨成毅抗震救灾工作不利，责任心

不强，造成了严重的工作失误，决定将其免职。杨成毅成为震后首名被免职干部。免职前的

他已经在共星组连续工作了 3天。

事发当时杨成毅究竟在哪里呢?黄溪村的永林组是清仁乡最偏远、人口第二多的村组。

地震发生后的头两天，受灾很严重的永林组道路被阻断，物资非常缺乏，那里的村民每天每

户只能分到一瓶矿泉水和一桶方便面，因而情绪较大。且因队长生病，该组没有领导干部负

责救援物资发放。作为负责黄溪村救灾全面工作的杨成毅决定给永林组送一批救灾物资。4

月23日凌晨4点他带领他带领几名工作人员将一批方便面、旺旺雪饼、大米和帐篷送往永林

组，直到下午5点才返回乡里。被免职后，杨成毅仍积极工作，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杨成毅免职被报道之后，引发各方热议，大多数网友觉得他很"冤" 。有网友说：“遇到

地震这样的事情，这些基层干部的压力很大，下面的老百姓看着，上面有各级领导来视察，

真是容不得稍有差错，社会关注一方面有监督，同时还要给予同情和理解。真心希望杨成毅

事件得到更多人关注，如果大家不给予认真工作的老实人以支持， 这个社会就缺乏一个激

励的基石，这个社会更容易失衡。”当然也有网友认为：“紧急时期为了大局，处理杨成毅以

儆效尤是必须的。”

不论是在共星组，还是在永林组，村民都说杨成毅一直在一线工作。永林组的罗定勇说,

“他是驻村干部，要管2000人，非常辛苦，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村民罗开利觉得，对杨

成毅的处理有点不公平。同事也说 “他并非是个没有责任心的官员地震发生时，他骑了25

分钟自行车赶到乡，成为最早一批投入抗震救灾的乡干部。”工作踏实是对杨成毅的普遍评

价。谈到此事，清仁乡乡长李强说，“我个人觉得，杨成毅有点冤枉，他没有去喝酒，睡觉

或者做其他的事情，而是去救灾了，免了他，太死板了嘛，再说，共星组几个大家族，一直

有矛盾，杨成毅分到了最难做工作的村组，就算杨成毅在，那几个家族也一样闹矛盾。”

清仁乡党委书记彭清翔说: “网上说杨成毅是被冤枉的，实际不存在这个问题，说到底

工作要看结果，其它事做得好，并不能和他在共星组这项工作缺位相抵消。”芦山县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杨成毅主要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定在相关的地点工作，这就是违规。”

杨成毅说，虽然自己去永林组前曾指派了专人负责发放物资，但由于该工作人员缺乏经

验，导致物资发放一度出现混乱，对此，自己理应“承担领导责任”。他坦承"抗震救灾只需

要服从，不需要解释。我有工作失误，就要认账，我接受处分，但我不是擅离职守。”面对

网友的关注，他说“地震是天大的事，我的事，没有天大。"

作答要求：

新技术的使用能否突破社会结构的屏障，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根据“给定资料 2”，

谈谈你的看法。（20 分）

要求：观点明确，有理有据；论述全面，语言简明；不超过 250 字。

给定资料：

2、新技术有没有可能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这是某大学社会学系 G 教授关心的问题。

她比较关注社会当中的普通人怎样生活，怎样面对新技术，新媒体，新技术是不是促进社会

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2014年某研讨会上，G 称自己一直比较关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比如新生



代农民工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当时她和她的团队曾经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新技术可能

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融入社会。

“按照常识，如果大家是在同一个社会时空中生存，拥有同样的硬件条件或者数据终端，

按道理来说可以平等地获取信息、资源、各种各样的机会。从理论上说，非常有利于消除城

乡之间的社会鸿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正。”她说。

但经过实际研究，她发现，现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新技术的使用中，城乡之间

显现出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来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

常常被用以描述社会生活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

事实证明，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在一定程度或者相当程度上填平了——比如普通人

和彻底掌控信息的垄断者之间的某种鸿沟。但从现在看来，新技术能否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

还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观察。

不过，G 还是认可了信息技术为农民工带来的一些改变，G 大体上从三个方面观察农民

工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包括新媒体和自媒体。

首先，从他们日常生活的使用情况来看，信息技术确实给他们的生活、交往，特别是给

他们就业求职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作用非常大。超过2.6亿的农民工“流散”在全国各地，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人缺失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生活内容，是靠信息勾连起的“孤独个体”。

他们通过手机、互联网等，获得娱乐、消费甚至精神的寄托和心理抚慰。这些人背井离乡，

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是分散的，甚至一年见不上一面，基本上是靠通信来维系家庭和

亲属关系。更不用说在他们求职、经营自己的小买卖等工作机会方面，信息技术提供了非常

大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讲，技术对他们生活有很大帮助和改变。

第二个方面，从表达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农民工群体平时没什么表达渠道，在原来

的状态下，他们的声音基本上是不会被外界听到的，但是有了新媒体技术以后，他们不仅拓

展了视野，转变了意识，而且有了表达的渠道，G 把这种方式视作一种主体性的表达。

第三个方面更为重要。从信息技术和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角度来看，你会发

现信息技术真的非常的了不起，比如他们可以即时调用各种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以及各种经

验。他们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没有领头人的情况下，用 QQ 群建立维权组织；同时他

们通过信息技术更容易获取外界的声援和帮助。有的农民工说，如果没有自媒体技术，他们

自身的权益就不可能得到外界的关注。



G 认为，也不可因此过度夸大信息技术的作用，因为线上和线下一定要结合起来才会有

作用。农民工在互联网上虚拟的团结需要和他们已有的传统人际网络、社会关系产生联系，

需要和他们所在工厂、企业的组织管理机构有直接关联。

更重要的是，当农民工从互联网这类新技术中获益的同时，那些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

的人们却有能力从新技术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从长远来看，两者之间的收益差距实际上拉大，

而后者所增益的部分，大概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农民工身上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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