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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警察保护】

广东省打击制假售假
专项行动小组领导说：参
与暗访制假贩假的记者名
单将提前上报宣传部及公
安厅，以便安排便衣警察
确保记者安全。这种做法
对于保护暗访记者的安全
来说是件好事，但是要防
止警察的保护变成记者采
访的限制，否则的话就适
得其反了。

——小诗（媒体人）

警察部门对制假售假
负有侦查义务，不支持记
者冲到制假售假侦查第一
线。派警察保护暗访记
者，不如重视记者的举报，
派记者作为“随军记者”随
同警察前往侦查第一线。
广东鼓励记者暗访制假售
假嫌疑犯，并考虑派便衣
警察保护，拟暗访制假售
假的记者名单应当提前上
报宣传部及公安厅。

——梁文永（学者）

这个不应该由媒体
做，这应该由专业的部门
质监局、工商局、药监局、农
业部、工信部等去调查，因
为他们每个部门都有专业
的机构。如果记者代替这
些部门，也只能说这些部
门不作为，或者说失职。

——张旭（媒体人）

【其他】

河南南阳用“平坟”来
增加“耕地”，这一内在逻
辑值得详细考察一番。如
果只是阻止私自乱埋和豪
华浪费，那倒也可以，如果
要把这块大地上的所有坟
头都平掉，那就是悲剧
了。面对古老的风俗，还
是不要有这样大的决心，
停一停，慢下来，看一看自
己的内心，或者可以看到
更深远的东西。

——梁鸿（学者）

当前经济两多两难：
即中小企业多、融资难；
民间企业多，投资难的问
题，凸显出金融体系的发
育缺陷，解决这些问题应
立足于两个方面的着力
点。一是金融体系根本
改革，金融服务应趴下身
段做好中小企业的差异
化业务；二是资本市场应
加快改革，加快产品、业
务、机制创新，促进储蓄
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墨轩堂老涂（经
理人）

年 薪 20 万 是 底 层
吗？去年大家都赚不到
钱，唯独银行赚得不好意
思。银行高管几百万年薪
已是区区小事，普通职员
也都年薪几十万。所以相
比银行高管来说，银行普
通员工年薪 20 万是在给
上面铺底。如果 20 万仍
抱怨活在社会最底层，其
他行业的人就不要活了。

——朱大鸣（财经评
论人）

■ 议论风生

村民拆迁补偿款理财
无需镇政府操心

镇政府“代管”村民拆迁补偿款是漠
视村民的知情权和个人财产自由支配权。

■ 马上评论

禁止地铁上吃东西
需要立法吗

立法不是万能，社会公共秩序的形成
需要一个文明渐长的过程。

江苏常州新北区春江镇
近日启动一项工程的拆迁安
置。让拆迁户们意外的是，
对拆迁补偿金额、条款一无
所知的他们，却先收到了一
封《关于“自愿有偿延期支
付拆迁补差款和自愿有偿提
前交纳增购房款”的征求意
见书》。镇政府表示可以为
村民代管这笔钱，其间的利
息为银行存款利率两倍。（5
月8日《扬子晚报》）

这份意见书对村民拆迁
补偿具体数额闭口不谈，而
将重点放到由镇政府主导，
以“延期支付”并享受“两倍
银行利率”的形式“代管”了
本应属于村民自己的补偿
款。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虽
然被披以“惠民”的外衣，但
还是不禁让人质疑，这到底
是在替村民“管钱”，还是管
着村民“用钱”呢？

拆迁补偿款属于国家对
失地村民个体的补偿，村民享
有对这笔钱的所有权。而镇
政府草拟的“意见书”却明文
将日后村民支取补偿款做了
种种限制，提钱之前甚至要经
过层层审批报告。这种“花自
己的钱，还要看别人脸色”的
事情在法律上是说不通的。

其次，镇政府相关协议
内容对补偿范围、价款多少
以及支付手段和时间都只字
未提，这无疑是对村民知情
权的一种无视。镇政府反复
强调这是为村民的利益着
想，但是，连村民基本的知
情权都没有保障，谁又能保
证这其中没有“猫腻”？

此外，镇政府称，很多失
地农民拿到补偿款之后处理
不当，更有甚者在一夜之间
赌博挥霍一空。农民缺乏理
财意识在实践中可能的确存
在，但是，这种村民“被理
财”的措施不可能标本兼
治，这种既没有对村民落实
切实有效的补偿政策，也没
有对村民进行行之有效的理
财引导，而单纯依靠行政的
手段显失公平来处理失地农
民补偿问题的做法，无论如
何也是说不通的。

不可否认，该镇政府的
初衷有可能是好的，然而在
没有确保村民享有知情权和
对补偿款的自由支配权前提
下，这种“家长式”做法显然
是违背大多数村民意愿的，
这份所谓的惠民“协议”当
然不应该出台。

□朱巍（法学博士）

7日，武汉市政府法制办
公布《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
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
定，在轻轨、地铁上吃热干面、
带宠物狗、扛扁担都将被禁
止，违者将被罚五十至一百
元。（5月8日《武汉晚报》）

在武汉的公交车上经常
有人吃东西，端着一碗热干
面的人，在拥挤的车上大吃
特吃，呼呼作响。这也是武
汉城市很独特的一道风景，
或许这是有关部门立法禁止
地铁上吃东西的现实根据。

全国有地铁的城市不
少，很少有通过立法禁止在
车厢吃东西的。例如，西安
曾经也有这样的立法建议，
但是被否定了。因为审议认
为，禁止乘客在地铁内饮
食，虽然符合实际需要，但
无法律依据。

普遍认为，公共场合吃
东西只是个人道德行为的范
畴，靠法规强制约束不妥
当。同时在执法中如遇乘客
购买食物上车归家食用，低
血糖病人遇不适需随时就餐

等特殊情况，将很难对此行
为进行界定。因此江苏省人
大通过的《南京市轨道交通
管理条例》就没有简单地讲
不准吃东西，而是强调了不
能“造成污染和妨碍他人”。

现实的情况是，即使立
法禁止地铁上吃东西，最后
能否执行是一个问题。相关
部门可以禁止地铁上吃东
西，但不宜对该行为进行罚
款。武汉人有在车上“过
早”的习惯，一种习惯的形
成和消除都不是一个靠立法
就能立刻解决的问题。在多
数人都可能违反规定的现实
情况下，法律很难得到落
实，毕竟“法不责众”。

立法不是万能，社会公
共秩序的管理还是要靠民众
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净化。如果宣传教育不
能改变现状，说明市民整体
素质还没到这一步，文明要
求过于超前，那立法也肯定
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只会不
了了之。

□殷国安（职员）

■ 时事漫画

“丐帮”出没，结婚发愁
在温州苍南龙港只要谁家结婚，一伙自称“丐帮”的人，就会主动找上门来，强拦

婚车索要“红包”。“丐帮”收钱后会留张“收据”，表示如有其他“丐帮”帮众再上门讨
要，主人家可找“帮主”解决问题。（5月8日《现代金报》） 漫画/勾犇

湖南省高校职称评审
评委公然开房向参与评职
称的教师收钱。最新报道，
最高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
局已派员赴湖南指导湖南
检察机关查办该事件背后
的职务犯罪，一旦发现有
人涉嫌构成受贿、渎职等
职务犯罪，要严肃查办。

实际上，现有的职称评
审规定基本上可以做到防
范“职称腐败”问题，比如评
审专家要经过资格审核，通
过后进入评委库，每次评审
限时随机抽取评委，抽取评
委由教育厅和人社厅工作
人员共同进行，两厅均有纪
检监察人员跟进。

湖南省被爆出的“职称
腐败”突破了这些防范的制
度，使评委库这一核心制度
失去作用。评委库有上百
人，随机抽取连任的几率极
低，两厅人员共同抽取评委
旨在互相监督，纪检监察跟

进旨在监督各自人员认真
履责，但实际上湖南省教
育厅以“抽调”评委代替随
机抽取、人社厅审核只是
走过场，于是很多“老面
孔”出现在评委中，评委保
密也成了迅速传播。一系
列的突破规则，实际上架
空了评委库这一防范腐败
的制度。

最高检介入此案值得
期待。此前该省教育厅表
示涉案评委刘一兵由其单
位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开
房公然收钱，已涉嫌受贿，
仅由单位纪检监察部门调
查显然不妥。而评委信息
快速泄露，可能是公职人
员所为，亦应由司法机关
介入调查。

职称评审背后的“腐
败”要查，此事调查、处理
只是表面，然而，这一事件
引发的社会焦虑则在于，
职称评审制度脱离学术评

价体系，不能真实地反映
一个教师的学术能力和教
学水平。这一事件勾起
了很多人的伤心往事，诸
多高校人士纷纷在网络
上表示对职称评审制度
失去信心。

职称是对一个教师教
学和学术能力的认可，职
称评定不回归到真正的学
术评价体系，评审腐败等
问题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而这还有待于职称
评 审 权 全 面 回 归 高 校 。
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真正
由教授根据学术标准作
出评价，结合匿名评审、
加大对教学能力的考核、
学术委员会委员为自己
的评审意见负责等制度，
让职称制度公平公正公
开运行。如此，职称评审
腐败的“潜规则”，也就很
难继续运行。
□新京报评论员 杨华云

■ 第三只眼

防职称评审腐败
需要回归学术评价

职称是对一个教师教学和学术能力的认可，职称评定不回归
到真正的学术评价体系，问题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