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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菜价】

我家在河北农村，盛
产大葱等蔬菜。尽管北京
菜价那么高，尽管我家离
北京才100多公里。但是
老家的蔬菜依然滞销，便
宜得不得了。很多时候菜
价都是被炒上去的，很多
时候我们农村的菜卖不出
去，人家不让进京或者被
垄断……
——悟空（网站从业者）

油价的调整，影响的
不仅仅是开车一族，油价
的提高势必会影响到运输
成本的增加，中国的蔬菜
大多是汽车运输的，增加
的成本势必要百姓买单，
普通群众的生活成本其实
也在增加！大家关注一下
看看最近的菜价。包括水
果等。

——北京苇子（职业
经理人）

没有车不知油价上涨
的感觉，可只有油价在涨
吗？不是第一次说菜价
了，葱都比鸡蛋贵，一根
三块钱，记得刚搬来的时
候，一根一块钱，如今涨
了两倍，可工资呢，也就
那么多，在北京的日子不
好过。

——牛志明（撰稿人）

“今天出门不开车，省
下油钱去打的”。这不是
笑话，你算算，现在加满
一箱油 500 多元，仅够在
市区开四五天，平均一天
100 元油钱，再计入停车
费 、车 辆 损 耗 ，差 不 多
130、140 元。打的上下班
也不用花 100 多，坐地铁
公交更经济、环保低碳。

——王普（媒体人）

下午来一个在肿瘤医
院工作的学生，对当下肿
瘤病人的狂增大为感慨。
往年的病人量不到400，去
年猛增到 800，病床不够
用，且年龄跨度从 6 岁到
80 岁。为了做预防，这位
学生现在吃所有带皮儿的
东西都去皮，小到黄瓜、西
红柿（开水烫掉皮），大到
西葫芦，除了西瓜。

——王贺新（大学教师）

公园的草坪插着一块
牌子，上面写着：禁踩草
坪，违规者罚款 1 元。公
园里的一位常客发现，与
以前相比，牌子上写的罚
款变少了，于是问公园里
的服务人员：“为什么罚
款降低了呢？以前不是罚
款五元吗？” 服务人员：

“五块没人踩！”
——程浔（摄影家）
栏目主持：武云溥

■ 第三只眼

吴英父女会见
为何这么难？

《看守所条例》正在修订中，能否在新规
中明确死囚的最后会见权利呢？

吴英案进入了最高法
的死刑复核程序。吴英的
父亲表示，他一直未获得允
许会见女儿。她的辩护律
师张雁峰的会见请求，则进
入了“死循环”：看守所说，
浙江省政法委有指示，会见
吴英必须要有办案机关批
准。省政法委说：会见不归
他们管……（3 月 20 日《中
国经济周刊》）

首先，律师被“踢皮球”，
是“会见难”的常态表现，特
别是在所谓“敏感案件”中。
虽然相关法律都规定：律师
拿着相关证件就应当允许会
见当事人。最高法也认可律
师有权会见吴英，但实践中却
受到众多杯葛：或用千奇百
怪的“内部规定”限制会
见。或什么理由也不说，但
就是不让会见……如此种
种，最终使公民的受辩护权
打折扣。

其次，关于吴英父亲要
求 会 见 被 拒 。 1990 年 的

《看守所条例》第 28 条规
定：人犯在羁押期间，经办
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

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
会见。但看守所方面一般
不允许近亲属见面。如果羁
押的是“死囚”，只是规定“死
刑执行后，要通知家属”。所
以，吴英父亲难见女儿，是一
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此前，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药父也
只是最后领到了骨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规定：执行死刑
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
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
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
许。正因为“可以准许”带
有极大的随意性，并非强制
性，导致实践中死囚的最后会
见权利不是全部得到实现。

即使死囚生前罪恶滔
天，让家属见最后一面，以
体现司法的人道精神，这恐
怕是当下社会的共识。好
在出台于 22 年前的《看守
所条例》正在修订中，能否
在新规中明确“家属提出会
见应当批准”以保障死囚的
最后会见权利呢？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

■ 马上评论

公务员体检
询问月经史？

体检者的不适，除了对检查的最终目的
不解，还认为与工作无关且涉嫌侵犯隐私。

据媒体报道，中国《公
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
行）》规定，女性公务员体
检须检查淋病、梅毒等性
病，并搜集体检者的月经
史。部分体检者对此表示
不满，认为隐私被侵犯。北
京一家公益机构致信政府
部门，建议取消该项检查，
称检查性病损害女性人格
尊严，造成间接歧视。

客观来说，公务员体检
时展开全面细致的检查，以
确保其身体状况能够胜任
工作，乃常规所在。但为何
这样的检查会引来女性体
检者的不适？来自网络的
调查，或从侧面反映了大众
对 这 一 检 查 的 普 遍 观 感
——五成被调查者对这一
检查的最终目的如何不解，
四成被调查者则认为，这种
检查与工作无关且涉嫌侵
犯隐私，应该删除。

这种体检与工作及录
用挂钩的时候，很容易让人
产生疑问：一个人的月经周
期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继而下去，甚至可能引发公

众对公务员录用公平性、合
理性的质疑。

公务员录用体检，倘若
这种强制体检过程引发被
检者不适，甚至这种与工作
并不直接关联的体检结果，
最终影响了职位录取，恐怕
并不仅是性别歧视，更难逃
脱“就业歧视”的责难。因
为在《通用标准》中，同样
对男性有体检的“敏感”要
求，但实践中并未落实。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
标准（试行）》目的是为了
保证录取者是合格的，但这
个标准不能损害他人的公
平就业权和隐私权。

就体检乃至就业录取
来说，怎样给予女性、残
疾、乙肝携带甚至艾滋患者
等弱势人群，更多的就业机
会及职位空间，怎样确保他
们的隐私权利不被伤害，消
除体检乃至就业歧视的土
壤，不拘一格录人才，恐怕
才是“公务员体检询问月经
史”争议背后，公共管理者
真正应该思索的问题。

□李妍（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