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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买纸”的两面荒唐
近日有网友发帖爆料称， 云南籍民

政救灾车辆现身四川宜宾，疑为“公车私
用”。对此，云南绥江县政府新闻办回应，

该车为临时调配到宜宾采购彩色复印
纸、切纸刀等办公用品。 （

6

月
1

日《南方
都市报》）

云南的救灾车辆在非救灾期间现身
四川，已然反常，绥江县政府的回应不仅
没有释疑，反而越抹越黑，引发人们更强
烈的质疑。

涉事救灾车辆隶属的绥江县板栗镇
距宜宾行程

100

余公里， 距绥江县城仅
10

余公里，救灾车辆买办公用品为何舍
近求远？难道绥江县城没有彩色复印纸、

切纸刀？显然，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又或者
宜宾的办公用品更便宜？ 即便如此，加上来
回

200

多公里的油耗等成本，便宜的办公
用品也会变得更贵， 这是连小学生都懂
的道理，难道采购人员没想到这一点？

不知绥江县政府或板栗镇有没有勇
气晒一晒此次办公用品跨省采购的发票、

清单、价格等信息？ 敢于晒出来，“跨省买
纸”才有一定的可信度，敢于晒出来，舆
论才能更准确地给“跨省买纸”把脉。

其实，“跨省买纸” 的正反两面都是
荒唐，也就是说，无论“跨省买纸”是否属
实， 都暴露出了三公消费中的漏洞———

如属实， 则说明办公用品采购的随意和
粗放， 而随意和粗放的结果很可能是多
花冤枉钱，是浪费；如不属实，所谓的“跨
省买纸” 背后的真相很可能是公车私用
或公车乱用，直指车轮腐败乱象，性质就
更加严重。

显然，绥江县政府还需拿出诚意，对
此事作出进一步回应， 只有回应站得住
脚，经得住舆论检验，才更贴近真相，才
有说服力，才可以过关。 同时，绥江县以
及其他地区都应该从此事中吸取教训，

举一反三， 进一步健全三公消费监管机
制，堵住各种漏洞，让公车的车轮没法越
“界”出“轨”，让办公用品采购没法舍近
求远、舍对求贵，让超标吃喝没法变通消
化、 暗度陈仓， 让公务考察没法偷梁换
柱、潇洒走一回。当然，要做到这些，更需
要中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 （李英锋）

关键词：户口
@

胡泳：与北大研究生聊天，问毕
业去向，答曰去国企，问为什么，答曰国
企可解决户口。 户口已成国企人才竞争
利器。据调查，外企常以丰厚薪酬和各种
福利留住员工，国企“给户口”对人才尤
其是应届毕业生具吸引力。

31%

国企表
示会用这项福利来保留员工， 只有

16%

外企作出同样表示，民企比例更低。

关键词：技术
@

范剑平：我国普通的知识型人才
大量过剩，而技能型人才却相当匮乏。全
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只有

60％

， 今后普
通大学知识型人才过剩导致的就业压力还会
进一步增大。 另一方面， 我国高级技工的
“求人倍率”是

8.58

，这个数字意味着
1

个高级工可供选择的岗位达到
8.58

个。

职业教育学校就业率高，待遇越来越好。

关键词：上下
@

张泉灵：这几天地铁出行，悟出
几个道理：

1.

能坐上座的有几类人：头一
站上的，坐到底的，动作确实快的，不跟
大拨人同一时间坐车的。 人生好像也如
此。

2.

机构为啥越减越臃肿？只要想上的
人多，总能下三个上五个。

关键词：权力
@

张欣：见到一位撒切尔夫人以前
的部下， 我问他撒切尔夫人离开唐宁街
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说：她一直没有
适应失去权力的生活， 那以后她就一直
不愉快，晚年不幸，这位朋友在撒切尔夫
人去世前一个星期还见到她， 她当时已
经失去所有的记忆。听了后，我们都十分
唏嘘。那么伟大的人，也无法逾越权力的
得失。

“盗车杀婴案”赔偿背后的三大悖论

5

月
27

日， 长春盗车杀婴
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周喜军被判
处死刑，并处罚金

5

万元；判其
赔偿被害人家属

1.7

万余元。由
于赔偿金额仅有罚金的

1/3

，这
一判决引发外界质疑。被害者的
父亲称， 妻子

90%

不会再生育
了， 他们所受的损失何止区区
1.7

万元？

不过，这事恐怕并不能怪法
官， 因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仅限
于“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
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
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
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
费用”，并不赔偿精神损失。现在

被害男婴已经死亡，家属就只能
得到丧葬费了。

但是， 存在并不等于合理，

在“长春盗车杀婴案”中，法与情
的相悖以极其突兀的方式显现
出来，提示我们是不是该重新审
视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了。

悖论之一，民事案件重于刑
事案件？根据《侵权责任法》及其
司法解释的规定，侵犯生命健康
权的，被侵权人有权主张精神损
害赔偿。 但是，根据最高法院对
《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司法解释，

被害人却得不到精神赔偿。这意
味着，如果某人误伤他人不构成
刑事犯罪的，伤者可以得到精神
赔偿；而某人故意伤害他人构成

犯罪的，被害人反而不能得到精
神赔偿。

悖论之二，刑事处罚抵销民
事赔偿？ 一个刑事犯罪行为，往
往既造成了被害人的物质损失，

也造成了其精神损伤。 因此，对
加害人的惩罚，处以剥夺人身自
由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是并行
不悖的，只有这样才能抚慰被害
人、惩戒加害人。但是，法律规定
民事侵权可以得到精神赔偿，刑
事犯罪不能得到精神赔偿，这实
质上是以刑事处罚部分抵销了
民事赔偿。

悖论之三，要想赔钱就得同
意减刑？一方面，司法解释规定，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进行

精神赔偿；另一方面，又规定“附
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
问题达成调解、 和解协议的”不
受“不赔偿精神损失”的限制；而
且“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
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告人赔
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认定
其悔罪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
虑”。如此看来，被害人及其家属
要想得到精神赔偿， 只能以和
解、同意被告人减刑为代价。

很明显， 这几个悖论的存
在， 都将对法治精神造成硬伤，

让人们感觉到不公平。我希望立
法者能认真调研并进行修改，别
再让刑案被害人流血又流泪了。

（杨涛）

今年
3

月以来，江苏常州溧阳的国土局、房管局、卫
生局、供电局、老龄办、公积金管理中心、水务集团等多
个政府部门、单位接连被盗，而且小偷居然都盯上了领
导办公室，踹门入室后，将电脑、名烟、名酒、名茶等贵重
物品一股脑卷走。 （

6

月
1

日《今日早报》）

小偷盯上的居然都是领导办公室而不是一般人认
为最有钱的财务科。 可事实证明小偷的判断一点没错，

领导办公室内现金、商场购物卡和名烟、名酒、名茶等贵
重物品确实不少，而且防范措施也松懈得多。 相比之下，

财务科不仅有铁门、防盗窗，还有保险柜，且现金大多已
存银行， 就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突破重重阻碍进入室
内，又顺利撬开保险柜，恐怕也没多少收获。

小偷马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纯属
罪有应得。 但他行窃暴露出的众多政府部门、单位领导
的公款奢侈消费和受贿嫌疑，是不是也该查个明白。

小偷都知道领导办公室有贵重物品，纪检部门知不
知道？ 如果常去领导办公室光顾的不是小偷而是纪委，

想必这些领导平时的行为会收敛很多。 反腐不能总靠小
偷、情妇帮忙，纪检、反贪部门也该增强工作主动性，这
些部门能认真履职， 才能真正加大腐败官员的违法成
本，让官员们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文
/

杨国栋图
/

朱慧卿）

吉林市龙潭区法院楼内唯一一部电梯前贴着
“生死状”： 由于电梯使用年限长， 随时会发生故
障。有事请走楼梯，对因乘坐电梯所发生的任何后
果我院概不负责。在舆论非议声中，这张贴了多年
的“告示”已被揭下。 （据中广网）

电梯“带病上岗”多年，一直不修复，却只是贴
着出事“概不负责”的告示，明眼人一望而知背后
的小聪明———阻吓不明就里的外来办事人， 以便
本单位人使用。这类告示，若在其他公共场所也罢
了，但出现在法院，却让人哭笑不得。若真出现“电
梯夺命”事故，法院就真能因此卸责？ 如此“法盲”

告示，委实让人怀疑法院的专业水准。

电梯贴出如此“生死状”，既说明当地法院公
共服务意识的匮乏， 更显现对公众生命安全的漠
视。正如网友嘲讽，今后乘电梯，莫非要先签“生死
状”？ （文

/

言者图
/

春鸣）

孩子成“宅童”也是淡淡的社会病

5

月
31

日，《新京报》 联合
凤凰网结合当今孩子缺乏兄弟
姐妹、生活圈子狭窄、户外活动
少等特点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

60.87%

的家长表示，自己孩子每
天户外活动的时间在一小时以
下。

32.48%

受调查的儿童平均每
天在电视、电脑等电子产品上花
费

1～3

小时。 （

6

月
1

日《新京
报》）

不能不说，北京六成儿童成
“宅童” 是“地方标本， 全国现
象”，即便有差异也不会很悬殊。

孩子成“宅童”， 当然有独生子
女、电子产品依赖、小区化生活、

陌生人社会以及出于安全考虑
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还是社会

信任度下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
活方式所致。

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但个人
的交际圈子却越来越窄。 “宅在
家里”成为目前中国人最主要的
休息方式，睡觉、看电视和上网
成为三大主流休息项目。 一
项调查显示，对于“周一到周
五，如果上班让你非常累，下
班后你会怎么休息” 这个问
题，选择最多的是“回家睡大
觉”，所占比例接近三成；其次，

有
13.56%

的人选择“上网或玩
电脑游戏”，以及“看书或安静地
待着”；

12.71%

的人选择“在家看
电视”。

如果大人都长期待在家里，

孩子在耳濡目染之下也难免产
生同样的习惯。 更重要的是，出
于所谓的“安全考虑”，以及个人
方式的使然，家长根本没有意识
到“宅童”现象的危害性。从某种
角度上讲，这已经成为“无意识
的行为”，结果便是“全家人宅在
一起”。

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的成
长算是幸运而开放，有一大帮固
定的玩伴， 每天玩得兴高采烈，

生活得无忧无虑。现在的孩子却
被关于斗室之内，很少接触到自
然， 享受到玩伴相处的快乐，虽
然物质无比丰富，但在精神领域
却相对荒芜。 出于自保和自卫，

每一个人把自己深深地“装在套

子中”， 结果也会失去真实的自
我。

救救孩子，当然是要先救救
大人。只有大人们自己愿意走出
家门，与邻居、朋友甚至“陌生
人”交流与交往，才能改善孩
子们的生活状态， 也才能为
构建社会信任创造条件。 人
始终是社会性存在， 离开了
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 就无法
找到人生的快乐，自我的封闭也
将遗患无穷。而从虚拟的网络走
出来， 去真实的接近和体验现
实，我们才会有真实的生活感受
和人生经验，孩子个人的成长也
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堂吉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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