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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露天菜市场宽容一点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最近这些年，城市里露
天的农贸市场已经很少见，
要么被取缔了，要么“退路
进厅”了。以前早市里那些
带着露珠的新鲜蔬菜，肯定
还留在很多市民的记忆里。

“推动在人口集中的社
区有序设立周末菜市场及
早、晚市等鲜活农产品零售
网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
建设的意见》中的这句话如
果能得到落实，露天菜市场

就有可能重回到我们身边，
这很值得期待。

接纳露天市场，我们每
个市民都应该有一点和农
民共享城市空间的宽容意
识。最近作家梁晓声写了一
篇文章，说他在北京居住的
一条小街，因为各种各样的
露天摊点太多，脏乱差非常
严重，起初自己也是满腹怨
气，但后来他了解到，很多
摊点实际上养活着一大家
子人，甚至还有生计无着的
老人靠摆地摊谋生，于是他
的心气变得平和了。现在贫

富差距大，城乡差距也大，
尤其是社会上还有很多非
正规就业者要自谋生路，在
这种背景下，以一个阶层一个
群体的好恶为标准来塑造城
市生活的秩序，很可能对另一
个阶层或群体形成压力，结果
很可能是挤压了另一部分人
的民生空间。如果我们也能调
适一下自己的观察视角，对露
天市场也会多一点宽容。宽
容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大
度，而是大家互相容忍。

开放露天市场，对于农
民和菜贩来说，相当于在城

市里获得了一个市场空间，
这当然能降低菜价，最终受
益的还是市民。这个空间对
农民和菜贩来说很重要，因
为菜农实际上处在整个蔬
菜产业链上的最末端，付出
了最艰辛的劳动，得到的收
益却可能是最少的，大部分
的利润都被中间环节和销
售终端拿走了，结果菜价上
来了，农民和市民都得不到
什么实惠。搞一点露天市
场，虽然不能代替农超对
接、农校对接、农批对接等
多种形式的产销衔接方式

和主渠道，但毕竟能给菜农
和菜贩一个低成本的空间，
不仅能为农民减少一点“菜
贱伤农”的风险，还能让我
们大家都受益。

物价上涨了，老百姓的
生活成本提高了，多几个露
天市场虽然不能从总体上
减轻多大压力，但对于农民
和城市低收入者来说，节省几
块钱，其“穷人经济学”上的意
义，恐怕是很多人难以理解
的。我们现在常说要有“包容
性”，我们的城市文明，应该多
包容这样的民生细节才行。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终审判决无罪，却又被
无故拘押两年，当事人重获
自由时禁不住失声痛哭。

“迟来的正义”带来的不是
欣喜，而是无处诉说的委
屈。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2011年11月4日上午，廊坊市
中级人民法院向身在看守
所的陈瑞武、尚志红和杨洪
义宣读了河北省高级法院
作出的终审判决书，曾经被
控故意杀人的三人由此重
获自由，而事实上，这份判
决书早在2009年11月12日就

已经签发。一份关系到当事
人声誉和自由的判决书，竟
然迟到了两年，这显然不是
一般理由能解释的失误。据
河北高院法官介绍，“当地
司法机关压力较大”或是导
致判而不宣的主要原因。

明明是他人正以无罪
之身受拘押之苦，司法机关
又从哪里感受到压力？其
实，压力的根源不过是河北
高院终审判决推翻了廊坊
中院之前的判决，进而影响
到了相关人员的政绩，于是
委托给廊坊中院宣判的判
决书就“神秘失踪”了两年。
据报道，该案专案组组长、

霸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段上
禾已经升任廊坊市政法委
副书记，经手过本案的廊坊
中院法官也多有升迁。这些
人的升迁或许与此案最初
的侦破审结并无直接关系，
但是河北高院作出的无罪
判决，的确给这些人所在
的 部 门 带 来 了 不 小 的 难
题。暂且不论巨额的国家
赔偿由谁来承担，接下来
的 错 案 追 究 就 很 让 人 棘
手，那些曾经因为侦破命
案而被表彰、奖励乃至提拔
的人员，从此将有一份羞于
提及的“功劳”，又或许在责
任追查中还会发现想不到

的“案中案”。
是让无罪之人尽早获

得自由，还是给已经“立功”
的司法人员足够的缓冲空
间，廊坊中院拿到转发的终
审判决书的确需要权衡轻
重。遗憾的是，“一己私利”
最终压倒了法律条文。原本
应该在两三天内甚至当天
作出的宣判，被无缘无故地
推迟了两年。这两年时间，
无辜的人在铁窗里望眼欲
穿，而那些已经“立功”的人
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巩固
到手的利益。他们试图用时
间稀释自己的失误，结果是
制造了更大的错误。人身自

由原本是最基本的一项公
民权利，而司法机关为了
政绩竟将无辜公民拘押两
年，这比最初的失误更让
公众愤慨。有错不纠，有冤
不雪，司法机关也就由法律
的捍卫者变成了法律的践
踏者。

迟到两年的正义算不
上正义，它已经是一桩新的
冤案，摆在了河北司法机关
面前，希望他们还能抓住最
后的纠错机会，给公众一个
最及时的处理结果。

□王传涛

“达摩克利斯之剑”终
于伸到了足球圈。虽然放在
职务犯罪领域，谢亚龙、南
勇、张健强之流只是一些

“小虾米”，根本无法与其他
行业的一些贪官同日而语，
但是，放到足球圈里，正是
这些在外界看似不起眼的
职务犯罪，几乎毁掉了整个
中国足球。

可以肯定，此次扫黑反
赌运动之后的未来几年时
间里，从足协官员到场上的
裁判，从俱乐部老板到一般
球员，都会谈腐色变。中国
足球在这样一次涤清之后，
应该会迎来一个纯洁的时
代。

但是，我们更要明白，
运动式的扫黑反赌只能缓
解一时之痛。相比于严惩腐
败分子而言，中国足球更需
要大环境的根本改变。在中
国足球这个“鲍鱼之肆”中，
谢亚龙、南勇、张健强等人
并非是天生的罪人，只不过
在公平与正义阙如、秩序与
制度杂乱的环境中，他们最
终失守了自己的道德底线。
这也可能是很多平常人都
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

谢亚龙们当初亦官亦
商，看似八面玲珑，现在看
那些便利都是四面埋伏。他
们没有经得起考验，殊为可
惜，希望后来者都不再面对
这种“无拘无束”的考验。

>>社会批评

迟到两年的无罪宣判已成冤案

以一个阶层一个群体的好恶为标准来塑造城市生活的秩序，很可能对另一个阶层或群体形成压力，结果很可能
是挤压了另一部分人的民生空间。

不要让更多的人

去经受考验

——— 回应12月20日齐

鲁晚报社论《中国足球当抓

住浴火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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