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4

日， 一名男游客徒手打碎故宫翊

坤宫正殿一块窗玻璃，致临窗陈设的一座钟

表跌落受损，随后该肇事游客被现场工作人

员控制。 （

5

月

5

日《新京报》）

按常理，像故宫这样的文保机构，安保

可谓生命。 而以现在的技术条件，提高安保

水准也完全可行。 联想到两年前的故宫“盗窃

门”，一个小毛贼，就把故宫安保的神话击穿。 两

年过去了， 故宫的安保还是如此 “不堪一

击”，不能不让人一声叹息。

在文物保护上， 永远没有后悔药可吃。

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历史， 都是一段记忆，

都是不可再生的。 万一损坏了，那就是一段

历史的丢失，不可弥补只留遗憾。 因此，“补

牢”不能总以“亡羊”为代价。 更何况，谁也不

知道，“补牢”到底会怎么样。 一个事实是，这

些年故宫已经发生过多起 “亡羊”， 为什么

“补牢”的速度总是这么慢？

往事不可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而这

应建立在故宫真正提高对文物的重视和敬

畏，以及切切实实提高文物保护水平的基础

上。 （毛建国）

“告了也白告”

让法律丢面子

“打了那么多年官司

,

我们赢了两次

,

但

还是不能拿到这两块土地的权属。 ”

4

月

24

日

,

广东湛江遂溪县北坡镇架田令村架田令

仔村小组村民李养手拿法院判决书说。 尽管

农民两次告赢县政府

,

却面临执行难的尴尬

,

村民只能感叹“告了也白告”。有村民担心

,

他

们的维权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5

月

5

日《今晚报》

)

在这宗案例中

,

执法不力严重损害了法

律的尊严。 “徒善不足以为政

,

徒法不能以自

行。 ”法律的目的和宗旨要通过执法来实现

,

法律的权威也要通过执法者的权威来体现。

没有执法部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

再好的法

律

,

也难以彰显其权威性

,

难以起到规范社会

秩序的作用。

“法令行则国治

,

法令弛则国乱。”农民两

次告赢县政府

,

却遭遇“执行难”

,

在一定程度

上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 如果政府机关

尚且不能严格执行法律

,

怎么能够要求广大

公民、社会团体严格遵守法律呢？

(

郭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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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处理”何以成“公害”？

在福建漳州南靖县， 两名被当

地镇政府雇请来负责无公害处理病

死猪肉的工作人员， 将捡来或以几

毛钱一斤买来的病死猪，私自屠宰后，

运往湖南、广东等地，最终流向了餐桌。

短短三个月，两人竟卖出近

40

吨病

死猪肉，案值达

300

余万元。

公安部日前公布的

10

起肉制

品犯罪典型案例，让人震惊。不仅狐

狸肉、老鼠肉冒充羊肉让人惊诧，

40

吨病死猪肉运往湖南、 广东等地最

终流向餐桌，同样让人吃惊。显然，这

样的案例不仅让问题肉制品流入地的

消费者看了反胃，同样，其他地方的

消费者看了这样的案例也不舒服。

病死猪肉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而是多次出现过。 但这次出现却有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即倒卖病死

猪肉的不是一般人，而是政府雇员。

尽管这里的政府雇员看起来不是公

务员， 但与地方政府有某种特殊关

系。政府雇员卖病死猪肉，看似是个

人行为， 实则与地方政府也有一定

关系。

据悉，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被地

方政府雇佣， 负责无公害处理病死

猪。于是，两人在处理死猪时发现了

“商机”，即偷卖病死猪肉来赚钱。这

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政府在雇

佣工作人员时用人不当； 二是政府

雇佣人员之后， 没有对雇员进行有

效监督， 给了他们借机卖病死猪肉

的机会。

既然当地政府要对病死猪肉进

行无公害处理， 应该有一套完整的

收病死猪、处理病死猪的监督程序。

如果有这样的监督程序， 犯罪嫌疑

人不可能大量收购并贩卖病死猪

肉，更不可能建冷冻库、运往外地销

售。由此来看，地方政府对于无公害

处理病死猪的过程缺少监督， 恰恰

给了犯罪嫌疑人的方便。

面对病死猪肉带来的健康威

胁，国家规定，病死猪应当进行无害

化处理，或焚烧或填埋。为了促进病

死猪无害化处理，农业部、财政部还

规定， 对病死猪进行无公害化处理

可领取

80

元每头的补贴。这不仅减

少了病死猪肉上市， 还避免病死猪

损害环境。然而，这样的好政策却在

现实中被一些人利用为自己牟利。

因此， 绝不能把政府雇员卖病死猪

肉当成个人行为， 不能只惩罚这两

个犯罪嫌疑人， 而是要调查当地政

府是否失职， 对失职官员进行严厉

问责。

可以肯定的是，

40

吨病死猪肉

流向湖南、广东等地，恐怕不是两个

犯罪嫌疑人的问题，而是形成了“产

供销” 一条龙， 没有销路自然没有

“产供”。由此而言，还应该针对病死

猪肉的运输、销售等环节深入追查，

让病死猪肉链条末端的相关人士得

到法律严惩， 既包括运输者、 销售

者，还包括广东等地失职的官员。

一言以蔽之，不是某个地方某

个官员给了政府雇员卖病死猪肉的

机会，而是与“产供销”一条龙有关

的地方和监管者都给了犯罪嫌疑人

某种犯罪的方便。

(

张海英

)

@

一语惊人

@

新闻：日前，央视报道，在广州萝岗区永和大道

的一个十字路口，红灯的时间有

1

分多钟，而绿灯的

时间只有

5

秒，行人想按照交通规则过马路，就要在

5

秒内走完近

100

米的路程。 报道称，广州的这类情

况是央视报道的其中一个城市。 （

5

月

5

日《南方都市

报》）

100

米，就是博尔特“闪电”似的狂奔也要

9

秒

58

，

5

秒钟要走完近

100

米的路程地球人无论如何也

办不到，近

100

米或许夸张，但对任何马路，

5

秒通行

确实都太短。

这样不可思议的交通信号灯设计绝非孤例，不

过，我们也从未听说谁谁就在那儿定住了，没办法，

家要回， 事要办， 只得大起胆子惊心动魄地往前走

了。 我不知道，所谓的“中国式”过马路中有多少这样

的情形，即使乐意遵守交规也不得不“以身试法”。

治理交通秩序，有关方面对司机、行人不遵守交

规多有批评，甚至严厉处罚，动静很大，但在检视自

身交通引导的合理性上似乎还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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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海洋

“想不到自己在机关工作

30

余年仍是法盲”

———芜湖一公职人员酒后骑

电瓶车被判醉驾， 拘役两个月，罚

款

2000

元。

出处：《安徽商报》

“从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

———做临时工的母亲给在重

庆上大学的女儿送寒衣，女儿怕同

学讥笑将母亲推到校门外。

出处：《重庆晚报》

“给她戴上手铐吧，没见过这

样的闺女”

———西安女大学生陷传销，打

骂前来营救的父母，父母无奈央求

民警对其采取措施。

出处：《西安晚报》

“我又来了，哈哈”

———莆田一中学教学设备失

窃， 小偷在黑板上留下一行粉笔

字。

出处：《海峡都市报》

“就骗你！ 你要是再四处投诉，

我们找人弄死你”

———镇江男子电视购物买回

一堆垃圾，维权时遭对方恐吓。

出处：《扬子晚报》

“直觉告诉我，易中天教授精

神发生了问题”

———易中天欲重写中华史引

热议，一出版界人士如此表示。

出处：《扬子晚报》

“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

的专业人才”

———刘志军窝案落马官员李

汝军受审，公诉机关称其是人才获

法院采纳并减轻处罚。

出处：《京华时报》

“美女，我想你”

———郴州男子拨打

400

次报

警电话骚扰接线女警被拘留。

出处：《潇湘晨报》

“报警后虽然惊吓了一下，但

还是感觉很累，接着不知怎么回事

就睡着了”

———台州一司机

30

小时未合

眼，遭遇车祸后仍酣睡。

出处：中国新闻网

无法遵守

故宫文保怎“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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