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力受制约

才能避免“一言堂”

湖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刘桂生利用

职务便利

,

先后接受

12

家药品生产、经

营企业的请托为其谋利。 据他供述

,

在查

处药企案件处罚决定酝酿和执行中

,

自

己有“准末位发言权”和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

,

权力集中和监管考评缺失

,

使他“在

分管范围内

,

习惯于擅自做主

,

个人说了

算”。

(5

月

6

日《新京报》

)

一把手“末位发言制”的初衷

,

是保

障相关公务人员充分发表意见

,

让决策

更民主、更科学。但是

,

在刘桂生案中

,

“末

位发言”却变成不折不扣的“一言堂”

,

成

为一种腐败特权。

其实

,

一把手是“首位发言”还是“末

位发言”

,

并不重要

,

重要的是权力有没有

失去监督和制约。 一旦失去制约

,

一把手

哪怕不发言

,

一举手一投足

,

照样可以达成

某种默契。 要避免刘桂生案重演

,

必须进

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

监督。当年

,

针对郑筱萸案

,

国务院常务会

议曾经要求“完善审批运行机制

,

做到分

工合理、 职责清晰、 相互制约、 相互监

督。 ”时至今日

,

这一要求仍有非常强的

现实意义

,

希望能真正落到实处。

（张卫斌）

为了偷盗财物， 一名在读研究生居然在

学校图书馆的开水房内向两名女生水杯内投

放催眠药物， 致一男一女两名同学昏厥。 日

前，发生在武汉的这起校园“中毒”案已于上

月中旬宣判， 付某犯抢劫罪获刑一年并处罚

金

3000

元。 （

5

月

6

日《楚天都市报》）

与复旦大学投毒案、 清华大学朱令案相

比，武汉高校的这起“投毒”案并未造成 严

重后果 ，影响似乎也十分有限 ，但其性质

同样恶劣 。 作为在读研究生 ，付某应该算

是学有所成了， 可偏偏是这样一名看似优秀

的学子， 荒唐到为了 “偷点钱财减轻家里负

担”，竟然不顾他人生命安危，往同学水杯里

下药，成了“投毒劫财”的罪犯，真是可恨、可

悲、可叹！

曾几何时， 大学生是人们心目中的天之

骄子，硕士生更是骄子中的骄子 。 可是 ，在

近些年频频发生的高校恶性案件中， 一些

骄子却成了杀人投毒的罪犯。 到底是人格缺

陷还是教育缺失或者其他原因导致这种悲剧

的发生？ 这，值得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一

起反思。 文

/

小正 图

/

春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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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论

@

@

一语惊人

@

理性看待警察的“拦路检查”

“先站住，包打开我看看是

啥东西？ ”

4

日，郑州的刘先生和

朋友当街被

3

名警察要求检查

其电脑包， 并要求刘先生证明

电脑确为其所有。 对此律师表

示， 警察可以在公共场合检查

私人物品， 但尺度掌握不好就

有侵犯隐私之嫌。 （

5

月

6

日《大

河报》）

面对警方的这种当街拦路

检查， 想必多数市民都会从感

情上产生抵触情绪， 这一是因

为此举可能会让市民在心理上

受到惊吓， 二是感觉警方此举

有违法之嫌。 但是，按照我国有

关的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确实

有权对形迹可疑的人进行当街

检查， 而被检查的公民也有进

行配合的义务。 只要警察在检

查的过程中亮明了自己的身

份， 并且对被检查的物品内容

不进行对外传播， 不检查含有

实质性内容的物品， 就不存在

侵犯隐私的问题。

其实对于警察当街拦截行

人进行盘问和检查， 在欧美国

家或者是香港地区很普遍 ，马

路上执勤的警察会随时进行盘

查， 而被拦截的市民即便心有

不满， 一般也会给予积极的配

合，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之身”。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 这些警

察在对市民行使自己检查权的

时候， 会首先亮明自己的警察

身份，声明自己是在执行公务。

正是因为警方的这种行为

很普遍， 同时执法的过程中也

很规范，很文明，所以当地民众

才不会对此大惊小怪。 郑州这

件事情至少给了我们两个提

醒： 第一， 面对警方的拦路检

查，只要对方出示了证件，证明

了自己的身份， 市民在核对无

误后， 有给予积极配合的法

定义务 ；第二 ，警察在对市民

进行拦路检查的时候 ， 应该

首先亮明自己的身份，说明自

己的目的， 同时还要坚持文明

执法，规范执法，以赢得市民的

理解与支持。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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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误读”后，“买分卖分”咋解决？

6

日的一则新闻格外引人关

注： 公安部已经实行新的交通违法

处理规定， 一辆车最多只能接受

3

个驾驶本处理违法行为， 一个驾驶

本最多为

3

辆车处理违法行为，找

人背分的行为受到限制。 但随后不

久， 这条新闻被公安部交管局判为

“误读”， 并强调禁止任何人出卖或

购买交通违法记分，对“买分卖分”

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近年来， 人们对交通违章处罚

的忌惮，已经从“怕罚款”，朝着“更

怕罚分”的方向发展。尤其是靠开车

吃饭的职业司机，

1

年

12

分大多不

够罚的。 这样一来，“持有驾驶证不

开车， 但在别人交通违法后却持证

代扣罚分”的背分一族，就在中介的

撮合下，堂而皇之地出现了。

对此，交管部门并非不清楚，但

是因为大多数违章行为的认定，都

是靠摄像头拍照这样的 “非现场执

法”来完成的，也就很难分清违章车

辆与当事司机驾照是否统一。因此，

罚分也就只能在 “有驾照顶罪就可

以”的粗糙模式中，听任背分一族钻

空子。

仔细阅读被误读的新闻以及澄

清的报道，给人的感觉，倒好像前者

更像是“正读”。 当然，这只是感觉，

不代表事实。 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感觉？关键在于，在当前的现实环境

下，“一辆车最多接受

3

个驾驶本的

罚分， 一个驾驶本最多为

3

辆车背

分”的规定，更符合当前背景下适度

从紧的“次优”选择，有相应的可操

作性。 同时，从司机的角度看，这样

的规定也应该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而

公安部交管局的澄清公告， 除了重申

“任何背分都属违法行为” 的大原则

外， 没有任何具体措施， 用以保障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落实。 而当

交通法规仅限于颁布， 而无力执行

时，被误读的“次优”，反而更显出实

事求是、相对合理的一面，被误读的

新闻，也就反而更像是“正读”了。

误读的新闻得以澄清， 应该是

一件好事。 但是从澄清报道中几句

干巴巴的原则、 并没有拿出更科学

合理的措施来看， 公众不但不可能

为此高兴，反而会生出更多的担忧：

我们的管理创新，难道非要循着“媒

体想当然的报道———争议四起———

官方称媒体误读———继续研究不了

了之”的路子走下去吗？本来挺严肃

的事情，非要抖几个包袱、起承转合

一下吗？

澄清一个误读很容易， 但是百

姓的期待是“澄清之后怎么办”。 以

当前的车流之大、管理现状来看，依

靠摄像头的“非现场执法”，肯定还

是主要执法手段。 而由此引发的违

章车辆与当事司机驾照相统一的如何

识别，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 而如

果在执行层面无法完全避免“背分”

的情况下，法律、法规如何在自己的

作为范围内， 给背分者加大风险筹

码，加重后顾之忧，也就成了应该被

考虑的措施之一。因为这样的思路，

也不失为从另外角度保障法律原则

的有效举措之一。

(

马龙生

)

@

央视评论员：农夫山泉被曝

有质量问题和标准问题已将近两个

月。 其间，众多专家、行业协会人士

都出来说话，或指责企业，或指出行

业弊端，或归咎于“标准”之乱。 但有

谁能告诉我们， 农夫山泉还能不能

喝？市场上哪个牌子的水能喝？采用

的是什么标准？

@

新华视点： 近日合肥有传销

人员围攻政府公务人员。 非法传销

从过去危害经济秩序到成为社会稳

定的隐患，亟待引起警惕。 打击非法

传销要坚决， 必须破除一些政府官

员对传销发展遮遮掩掩的“怕露丑”

心态，还需要工商、公安等管理部门

形成执法合力， 人人喊打才能让非

法传销无处遁形。

@

人民日报：剧毒农药种生姜，

狐狸老鼠烤肉串， 国人胃肠还需几

多考验？ 每一口毒素下咽，都有逐利

而生的贪念，也有基层监管的漏洞。

“教你分辨真假羊肉”、“如何识别毒

生姜”，微博流传的科普段子 ，让人

尴尬： 难道要人人都成食品安全专

家，才能守住自己“舌尖上的安全”？

@

新华视点

:

“病死猪 ”、“老鼠

肉”、“神农丹”、“毒药姜” ……短短

几天接连曝光的问题农副产品 ，一

起赛一起令人触目惊心。 尽管有关

部门已经对涉案商户进行查处 ，相

关省份开始追踪问题产品流向 ，但

人们仍不禁要问： 食品领域为何屡

让百姓“以身试毒”？

“妈妈说把西瓜籽吃到肚子里

会长出西瓜， 那吃硬币是不是会长

出零花钱”

———温州

6

岁女童听信家长

“吃什么长什么”吞下一枚硬币。

出处：《温州都市报》

“没钱的话，就卖点这个当生活

费吧”

———湖州女毒贩查出癌症晚

期，留下

7

包海洛因作女儿抚养费。

出处：《钱江晚报》

“她也是个苦命人，我们就这么

相互扶持着生活”

———重庆

103

岁老汉当上门女

婿，妻子

80

岁与他儿子同龄。 称爱

就是相互照顾。

出处：《重庆晚报》

“翊坤宫现存玻璃至少是

1949

年以前的”

———故宫博物院院长回应玻璃

“不堪一击”质疑。

出处：新华网

“梦想，就是，特别大，就是想做

个国家领导人”

———央视记者街头提问梦想是

什么，南通一工人如此回答。

出处：中央电视台

“你们要是不帮我，我就这么撞

死自己”

———浙江男小三与富婆分手后

索要青春损失费遭拒， 大闹派出所

要民警帮他讨钱。

出处：《钱江晚报》

硕士“投毒”

3

：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