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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纠错】
1.10 月 13 日 A28

版《老 外 刀 砍 服 务 员
抢车连撞 4 车 1 人》（记
者：石明磊）一文，第 2
段提到的事发地“东城
区建国门建外胡同京
都苑宾馆外”应为“朝
阳区建国门建外胡同
京都苑宾馆外”。

2.10 月 18 日 A36
版《又至深秋 赏红当
季》（编辑：杨清晓 校
对：田秋霞）一文，最下
方的“妙云蒙山风景名
胜区”一节应删去。

【文字更正】
10 月 18 日 A38 版

《“西单奶奶”10 万捐款
到账》（校对：徐骁 编
辑：刘泽宁）一文，第 2
栏第 3 段第 5 行中“冶
疗”应为“治疗”。

■ 社论

“赔钱种红高粱”窥见现实的“魔幻”

自从莫言得了诺贝尔
文学奖，他的家乡高密变成
了一片焦灼的热土。据新
京报报道，莫言的家乡政府
准备投资 6.7 亿元打造旅游
带，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
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
休闲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其中，地方政府准备花
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引
起网友热议。

个人自选动作的名人
“消费”也许还有情可原，比
如，有精明的高密“农家乐”
老板打出“红高粱农庄”的招
牌招揽顾客，这一动作虽不
无喜感，但也可理解。然而，
当地政府若情不自禁，对莫

言获奖也要重口味地消费一
把，出手阔绰，上演豪华版的
消费名人剧情。对这种非理
性的冲动，应予以警惕。

地方经济发展路径狭
窄，借助莫言的名气来弄红
高粱文化带，这种想法可以
理解。但是，斥巨资种植万
亩红高粱，尤其是“赔本也
要种”体现的是地方政府的
政绩冲动，这种拍脑袋决策和
非理性投资，已经与文学毫无
关联，却正是当下现实的某种
魔幻。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
所批判的一切，也因为其获
奖，以“魔幻”而戏谑的方式作
用于现实。

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在

过度“消费”文化，尤其表现
在对文化名人的过度消费
上，有的地方甚至连传说中
的历史名人也不放过，奢华
投资，砸下大堆银子，最终
却不了了之。地方政府如
想借莫言打造旅游经济，也
应进行完备的规划和理性
的决策，而非盲目投资。当
地 种 植 红 高 粱 的 设 想 从
2000 亩，到几天后变成万
亩。这不禁令人怀疑，当地
政府乃至一些官员是否已
经“走火入魔”。

此外，如果从更纯粹的
与文学相关的意义讲，这样
做也是有风险的。它可能
让文学更加模糊不清，进一

步 丧 失 其 应 有 的 使 命 意
义。作品是作家的乡愁。
对于莫言而言，尤为如此。
莫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他小说故事的原料主要
来自于他 20 岁前的经验。
莫言对早年经验为何情有
独钟？也许不仅因为早年
的体验刻骨铭心，还在于这
个时期故乡经验对作家可
能更具有诱惑力。

如今的高密，远不是莫
言 20 岁之前的红高粱抒情
的原乡了，更不是莫言想象
中激情燃烧的世界。作家
对故乡的想象，不是现实主
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所
以，莫言故里如果大兴土

木，表面上有一个堂而皇之
的理由，为了他们热爱的大
作家，实际上是劳民伤财。
结果制造出一个泡沫红高
粱来，只会对莫言构成二次
伤害。

“我们要减轻乡贤回归
的‘人情’负担。乡贤不能
是‘唐僧肉’，七大姑八大姨
都想吃一口。”广东省委书
记汪洋 15 日在广东江门曾
如是说。莫言也是高密的
乡贤，却已俨然成为了“唐
僧肉”。当地政府已经打上
了他家老宅的主意。莫言
如此喜欢高密的平静，但高
密已经不平静了。
相关报道见昨日A14-15版

斥巨资种植万亩红高粱，尤其是“赔本也要种”体现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这种拍脑袋决策
和非理性投资，已经与文学毫无关联，却正是当下现实的某种魔幻。

■ 观察家

刚刚体验了高速免费
待遇的北京自驾游客们，有
不少人接到驾车外出旅游
时的违章罚单，令司机们郁
闷的是，在北京只收到罚
单，却没有照片确认。如果
不服处罚，却不能在本市提
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必须到
违章地去寻求救济。

今年年初全国交通违
法信息开始联网，解决了以
往异地不接受处罚的难题，
可谓便民。但如今难题又
出现了，这样的便民执法
在便利民众缴纳罚款的同
时，也应便利民众提出申
诉才行。要想实现异地处
罚与申诉相统一，还存在

什么障碍？
首先，目前只能异地接

受处罚，而不能在本地申
诉的做法不符合《行政复
议法实施条例》和《行政诉
讼法》的规定。

异地接受处罚实际上
已经对《行政处罚法》确立
的“违法行为由违法行为发
生地行政机关管辖”的原则
进行了变通，这种变通便
于群众接受处罚，具有其
合理性。但是，《行政复议
法实施条例》规定“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
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
复议的，作出该具体行政
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申请

人”。《行政诉讼法》也明确
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
关是被告。

也就是说，根据这些规
定，既然是北京警方开出异
地违章的罚单，那么司机不
服处罚自然可向北京警方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是在
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可将
其作为被告。

如果去违章地申诉，因
为 异 地 警 方 没 有 开 出 罚
单，所以找不到可以管辖
的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
司机们的救济权利就成了
一纸空文。

异地违章全国联网处
罚，有利于规范交通秩序，

同时也便于民众随时随地
接受处罚，及时消除违章记
录。而现在这种做法，受罚
时“享受”便民措施，要对
行 政 处 罚 提 出 质 疑 却 不
便 民，难免引发执法公正
的质疑。

其实，实现异地受罚和
异地救济并不存在无法克
服的障碍。如北京市各区
县的交通违章早已在本市
范围内实现异地受罚、异地
救济。从今年国庆长假的
违章情况看，外地违章问题
中，超速问题最为严重，而
超速问题都是通过电子测
速发现的，这类电子监控仪
器取证都是标准化的。既

然异地违章已经全国联网，
那么异地证据的取得或许
并不难。

司机能不能申诉异地
罚单，需要本地行政机关有
决心和态度承担异地的行
政执法责任，并勇于应对复
议和诉讼的审查。其实，对
各地来说，这只是互相承担
彼此的责任，却能免去司机
来回奔波。

只有交通违章异地处
罚易、申诉也易，才更符合
便民的本义。希望各地交
管部门转变观念，畅通司机
们的申诉救济渠道，将便民
措施落到实处。

□行者（法律工作者）

异地违章处罚该到哪儿申诉
受罚时“享受”便民措施，要对行政处罚提出质疑却不便民，难免引发执法公正的质疑。只有交

通违章异地处罚易、申诉也易，才更符合便民的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