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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上接B01版）

“躲猫猫”网友调查团并没有取得实
质性进展，由于监狱方不配合，他们压根
连监狱现场都不曾进入。此举非但没有让
网友们满意，反而因此得罪了不少同僚。

声名鹊起的表面之下，伍皓甘苦自
知，个性与争议之名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虽然做的事情屡屡引起网络争议，但
伍皓并不喜欢“争议”这个词。去年，香港
一媒体称他为“大陆最具争议的宣传部
长”。

此次采访时，本报记者与他谈起这个
话题，伍皓直言：“这个题目起得不好。”

被表扬与被批评

一些人担心：他根本不懂官场规则，
因为官场规则就是不要透露规则；另外一
些人则揣测这是伍皓在暗示自己“懂规
则”

“以前觉得上级领导不会看，后来去
北京，见过面才知道，一些中央领导都知
道。见了我都问微博的事。”

3月14日深夜，伍皓和本报记者谈起
自己的微博。

伍皓曾在微博上就官场规则发言，
“要让自己生活在长官的视野之中”。随
即，一些人为他担心：他根本不懂官场规
则，因为官场规则就是不要透露规则；另
外一些人则揣测这正是伍皓的“诡计多
端”，想以此来向长官暗示“自己是懂规则
并遵守规则的”。

他还谈到了本月举行的全国两会。自
从他入职云南省委宣传部起，2009年、
2010年、2011年，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云
南代表团开放日上，都有记者就关于“伍
皓”的话题，提问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

白恩培三次给予肯定。
“每次都有朋友发短信打电话给我：

伍皓，书记又表扬你了。”
“这不叫表扬啊。”伍皓笑了笑说：“在

这个场合上，问到哪一个在职的官员，书
记都表扬。”

但伍皓也承认，就是白恩培在全国两
会上的连番表态，一度为他扫清不少非
议。

同时伍皓也很清楚，“提问这些问题
的，都是你们省外的媒体，云南媒体不会
问——— 省内媒体，我能管着他们。”
“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是

伍皓向全国推出的云南样本，1万2千字的
论文发表在由《人民日报》主办的2010年7
月的《新闻战线》上。伍皓承认，中央有关
领导看过这篇论文，并对这一实践思路给
予肯定。
2010年12月13日，全国整治互联网和

手机淫秽色情信息现场经验交流会在云
南召开。

很多人认为这是伍皓“立功受奖的良
机”，但他“偏偏不争气”。几位在伍皓身边
工作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干部说，此前一
周，伍皓“毫无必要”地要起诉误解了自己
言论的评论作者李鸿文，“一个宣传部长
要打言论官司”，于是，“开会头一天的晚
宴上，北京来的中央领导当面狠狠批评了

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那天夜里，伍皓在微博上发出声明，

撤诉。
但锐气并未收敛，他在微博中说：“领

导让我以最大的宽容对待李鸿文对我的
故意曲解……”
“这都说！”同事和朋友个个哭笑不

得。

“教官员说话”

伍皓说，一些有关他的报道，原本以
为领导同志不会看，结果发现，领导们不
仅看了，有的还跟他开玩笑，“伍皓，你行
啊，我们都不会说话，你教我们说话”

相识多年，同事、朋友们仍然感觉读
不懂伍皓。

即使在伍皓赴红河上任之后，他的一
些原同事、老朋友在吃饭喝茶的时候，仍
会自觉不自觉地谈到伍皓，和大家一样，
他们也猜不透伍皓，所以才觉得伍皓“有
意思”。

他们对伍皓在官场上的表现是一种
评价，作为单纯的人来说，他们很喜欢伍
皓，有人说伍皓身上带着仿佛与生俱来的
坦诚。

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几位干部说，其实
不管他分管还是不分管的科室人员，都很
佩服他。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

一个被他们看在眼里的事实是，伍皓
自上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之初分管
新闻办，到后来连同分管外宣办。以往都
是分管副部长兼任新闻办、外宣办的主
任，但伍皓来了之后，足足两年内都不曾
兼任上述两个办公室的主任。
“虽然兼任之后也不会多拿钱，不兼

任大家也都知道他是领导。”云南省委宣
传部某干部说，但规则在伍皓身上发生了
改变，还是“耐人琢磨”。

3月14日，本报记者第一次与伍皓面
谈时，时间接近午夜。抽着烟的伍皓谈起
自己在媒体中的形象。他说一些有关他的
报道，原本以为领导同志不会看，结果发
现，不仅看了，回头还跟他开玩笑，“伍皓，
你行啊，我们都不会说话，你教我们说
话。”

去年年底，香港一杂志刊发了对伍皓
的采访，其中一则标题即是“伍皓：教官员
说话”。

在这篇报道中，伍皓被评价为“中国
最具争议的宣传部长”。

这个标题又为伍皓引来争议，于是在
又一家媒体记者来采访他时，他要求不准
上网，这才答应。

忙碌的州委常委

伍皓的工作已与当初做云南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时不同，他现在不仅领导着宣
传部，而且负责联系文化、旅游、卫生等多
个行业。在一个崭新的舞台上，伍皓需要
重新发力

就任红河后，人们发现，伍皓在微博
上的争议明显减少，如果“伍皓同学”发表
的内容多与自己的感受有关，那“红河微
语”在微博上只谈工作，其他不谈。
1月 18日，出现在红河宣传部见面会

上的伍皓，第一次与同事们见面。在会上，
他一再表示，“要老老实实为红河人民做
点实事”。而这些无不“久仰伍部长大名”
的宣传干部，当时对于伍皓的了解，更多
来自媒体上的公开报道。一时间，他们并
不能将眼前这个个子不高、略显沉默的男
人，和雷厉风行的改革者印象，两相吻合。

如今，他们大多已成为他微博上的粉
丝，且“心疼着他”。
“节奏太快，强度太大了！”这是几位

红河州委宣传部干部的一致感受。
但日常里的善意提醒并不能让伍皓

改变自己的工作节奏。3月23日上午去往
碧色寨的路上，他又着手安排下一项工
作：中午11：30开会，请文化局、文化产业
办公室的人参加，与参观碧色寨的文化
界、经济界的朋友座谈。

定在红河会堂的会议室选得很巧，旁
边几间都空着，但这一座谈会被安排在了
5号房间。

11：40，会议开始。伍皓向众人解释
完自己的行程，三言两语即切入正题，开
始讲述起对于现阶段红河文化产业的三
点规划。

新官上任三月不到，伍皓对红河的历

史已研究得很是了得。熟谙云南历史的网
络作家“边民”来看过他之后感叹，“快赶
上我了。”他不知道的是，伍皓在赴任红河
的第一天夜里即钻进了博物馆恶补。

而作为红河州委常委，伍皓的工作已
与当初做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不同，
他现在不仅领导着宣传部，而且负责联系
文化、旅游、卫生等多个行业。除此之外，
对于州里的其他大事，他同样握有举足轻
重的一票。

在一个崭新的舞台上，伍皓需要重新
发力。

伍皓在微博里这样总结：有改革冲动
的官员很多，但改革有三种前途。一曰不
能被复制，完全个性化施政，轰轰烈烈但
无明确价值取向，往往人去政息。二曰可
能被复辟，方向是方向，但超越现实国情，
人一走一切恢复原样。三曰推窗效应。瞅
准方向，轻轻推开一扇窗，让清风习习，渐
成风尚，再不可逆转。春风化雨，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

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第三种，以实践
带动真知。

在去碧色寨的路上，他向本报记者讲
起自己的四川老乡朱德，“那时候，朱德是
一名副团长。”

朱德的革命生涯从碧色寨启程，伍皓
的仕途同样面临一个崭新的起点。

改变的与未改变的

以信息的公开抵消公众的猜忌，是伍
皓的一贯做派。虽然“转正”，但这一习惯
并未改变。即使他明明知道，自己曾经遭
遇过的一些压力，是足以决定和改变自己
命运的

伍皓每天都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
满当当。
“明天，电影《边城之恋》即将举行杀

青仪式。”离开会议室时已经是 3 月 23 日
中午 12时 40分。
40多分钟后，伍皓从餐桌旁起身准备

赶往昆明，参加24日的电影杀青仪式。司
机则在此时递过两粒药。

25日从昆明返回，他将接回保利集团
的两位朋友，个人第六次去碧色寨调研。

伍皓在微博上广发英雄帖，邀请明星
艺人来红河发展。虽然这一有别于传统官
员做法的举止，仍被熟悉他的朋友视为“记
者做派”，但得知他已先后敲定了多部影视
剧投资计划，其中还包括两部投资分别达
到 2 .3亿、1亿多元的电影之后，也对伍皓
表示了认可，“这次他做得很扎实”。
“少说多做”，有同事开始认可伍皓的

做法，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派应该可以帮助
伍皓走得更远，“作为一个干事的人，伍皓
需要舞台。”

就在他第五次到碧色寨的夜里，3月
22日18时30分，伍皓和红河州歌舞团的演
职人员坐到了饭桌前。与其说这是饭局，
倒不如说是工作的延伸。伍皓要就打造蒙
自市区南湖水面实景演出和她们商谈。

罢了，又带着她们到现场考察，陪北
京来的音乐剧专家朋友。

伍皓不喝啤酒，但禁不住演员们的热
情，端起酒杯和姑娘们比划着共饮。

这一镜头被在场的北京朋友拍了下
来并发在了微博上。
“网友都在围观，我又要挨骂了。”次

日一早，伍皓对本报记者说，“我得赶紧解
释。”

以信息的公开抵消公众的猜忌，是伍
皓的一贯做派。虽然“转正”，但这一习惯
并未改变。虽然伍皓明明知道，自己曾经
遭遇过的一些压力，是足以决定和改变自
己命运的。

伍皓骨子里其实还是个无所畏惧的
人。

本报记者曾向伍皓求证一个关于他
的段子，据说他在新华社西藏分社工作时
期，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宴请
新华社工作人员。酒过三巡，胡锦涛示意
大家讲话，伍皓这时站了起来，“我也讲几
句。”

随即，他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众人
无不愕然，只有趁着酒劲沉浸其中的伍皓
若无其事。
“那是1992年左右吧，我刚去的时

候。”伍皓并不回避，还告诉本报记者，这
个段子其实已被同事写进了书里。

似乎还是那个伍皓，骨子里没有改
变，或者说是很难改变。

现在的伍皓已不复当年的霸气外露，
但他向来不是一个俗套的人。

于是，在断断续续的两天时间里，他
带着记者走进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伍皓转“正”

 3 月 23 日，伍皓（左三）与中外朋
友及本报记者石念军（左一）一起考察碧
色寨。 红河日报记者 胡彥辉 摄

▲伍皓带着文化圈、经济界的朋友考察碧色寨。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