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级”醉驾，不只是贪杯惹的祸

□潘洪其

针对媒体关于美国北
达科他州迪克森州立大学
违规招收外国学生和滥发
文凭的报道，中国驻美国大
使馆教育处官员2月18日表
示，教育处已同迪克森州立
大学校方取得联系，并派员
前去了解情况。教育部新闻
发言人向媒体证实，教育部
有关人员已赴美调查此事，
之后会公布处理意见。

据报道，美国北达科他
州立大学系统和北达科他州
高等教育委员会组织对迪克

森州立大学进行审计时发
现，该校录取了数百名不具
备入学资格的外国学生，其
中多数为中国留学生，并在
学生未完成课程的情况下授
予学位。丑闻曝光后，迪克森
州立大学主管留学生事务的
副校长乔恩·布拉迪格正式
辞职，教育、商业及应用科学
学院院长道格·拉普兰特已
开枪自杀。迪克森州立大学
与中国19所大学建立了合作
关系，中国教育部和中国驻
美使馆派员调查此事，或许
是为了维护中国学生的正当
权益，也表明我们愿意从中
记取教训，引以为戒。

美国教育部门对迪克森
州立大学的查处非常严厉，
该校为丑闻也付出了沉重的

代价。联系到中国，首先要搞
清楚的是，近年来为何许多
高校热衷于与国外大学合作
办学？中国是“学历社会”，一
所大学无论教育质量如何，
只要具有学位授予权，其授
予学生的文凭就获得了国家
承认，并成为学生求职及今后
职业考核、晋升的敲门砖。美
国等国家与此不同，他们普遍
实行学校自主办学、自授学
位，国家对文凭没有“承认”这
一说，学生拿到的文凭本身不
值钱，值钱的是学校提供的教
育——— 如果学校的教育质量
差，专业认证机构不认可，学
生自己没学到真本事，拿到
文凭也没有任何意义。

两相比较，某些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的“秘密”也就十

分明了了——— 中国学生通过
合作项目到国外大学留学，
而一些国外大学也像美国迪
克森州立大学那样降低要
求，于是中国学生拿到学位
易如反掌；尽管他们的“洋文
凭”在国外几乎分文不值，但
拿回中国却能获得教育部门
的认证，成为国家承认的文
凭，而且在学生求职及职业
考核、晋升的过程中，“洋文
凭”比“土文凭”往往更吃香、
更能唬人。对国内不知情者
而言，这几乎就是一种“骗
局”，此次美国迪克森州立大
学爆出“文凭工厂”丑闻，也
使这种“骗局”浮出水面，让
人不胜感慨。

试问，如果中国某所大
学也爆出“文凭工厂”丑闻，

会有校长、副校长辞职或学
院院长这么自责么？恐怕很
难，能对有关人员来个象征
性处分就不错了。因为中国
大学的文凭是国家承认的，
大学不会为“文凭问题”而感
受到巨大的压力，也难以产
生提高教育质量、对自己所
颁发的文凭负责(也就是对
学生负责)的巨大动力。如果
不先正视这些国内问题，教
育部官员不远万里跑到美国
去调查，就很让人费解。那些
参与合作办学的中国大学就
在眼皮子底下，其中有没有
问题更值得教育部去调查研
究一番。对自家的问题视而
不见，只把调查的“探照灯”
打到别人那边，这算不算一
种“灯下黑”？

自家的问题，何必赴美调查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省城惩治“酒后驾车”爆
出官员醉驾丑闻。18日夜，一
涉嫌酒后驾驶的我省某局机
关处级干部被交警当场查
获。血液检测结果显示，其血
液内的酒精浓度已达醉酒驾
驶标准。更让交警惊诧的是，
该官员虽驾车多年，但一直

没有取得驾驶执照。目前，公
安部门已依法将其刑事拘
留，并将相关结果通报其所
在单位(今日本报A13版)。

交警部门严格执法令人
起敬，官员涉嫌醉驾获刑却
不能让我们有丝毫的快意。
相反，阅读这名官员的履历、
年龄等基本信息，更多的是
惋惜和沉思。当一种完全可
以避免的悲剧在我们身边上
演，即便它罪有应得，亦不能
不让人唏嘘感叹。

年届58岁的这名处级干部
原本已近退休，是什么让他晚
节不保？从喝酒之前“酒驾查得
紧、喝酒莫开车”的善意提醒，
到酒后驾车回家的铤而走险，
让这名处级干部最终“知法犯
法”的，显然不单单是酒精的麻
醉和心存侥幸的“赌一把”。

“侥幸”二字或可解释这名
处级干部一时一地的酒后驾驶
行为，但联系到他长期的无证
驾驶，简单的“侥幸”二字断然
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归

根结底，还是特权思维在作祟。
说白了，就是他自信有化解危
机的技巧、能力和手段。这种技
巧、能力和手段，大概就是他所
处的岗位、手中的权力及其背
后的资源。

毋庸讳言，在“官本位”
思想深重的现实生活中，个
别官员已经在自己的权力和
职责之前忘乎所以，一旦官
居某级，就觉得自己有了与
众不同的地位，可以动用权
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为自己摆

平问题。但不要忘了，当一个
手握权力的人，如果认同了
特权观念，问题的最终爆发
往往不可避免，因为法律准
绳一直都在，明镜始终高悬。
正如这名处级干部涉嫌醉驾
被刑拘，从表面上看或许仅
仅是一次偶发事件，但实际
上，恰恰是他长期无视法律
的必然结果。

说起来，特权思维之所以
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法律制度贯

彻落实得还不够，以致法律常
常被权力所操纵。如果权大于
法，何谈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因
此，若要破除这种特权思维，就
必须恪守法制，恪守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秉公执法的基本法
治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
部门依法刑拘涉嫌醉驾的该处
级干部，不单是惩治违法行为、
维护法律公正的应有表现，也
不单是为个别官员提出了一次
警示，更是着力破除特权思维
的一次扎实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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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前些日子，路过河北徐

水，孙大午跟我说他特别烦
恼，我说你当企业家，好日子
过的，天天有吃有喝，有甚烦
恼？

孙大午就讲了他遭遇的
烦心事，在刚刚创业的时候，
出于绿化的需要，在其企业
厂房周边种了许多杨树。现
在十几二十年过去了，这些
杨树都已经成材了。杨树的
特点是寿命较短，只有二三
十年，如果成材之后不及时
砍伐，就容易空心、腐烂，因

此为了能腾出空地种新树，
孙大午就将周边的杨树砍伐
了一批。

结果当地的林业局就找
上门来，说你没有砍伐许可
证就擅自砍伐树木，按《林业
法》规定属于盗砍盗伐，应当
处以罚款，据说罚款金额还
相当不小。孙大午就给搞糊
涂了，说我在自己的地方种
树，树长成了之后自己砍，怎
么还要跟你们打招呼呢？林
业局的人说，按照现行《林业
法》规定，除非是农民在自己
院子里种的树，其它树木如
需砍伐都需要向林业部门打
报告，申请砍伐许可证，要不
就是属于盗砍盗伐。这把孙
大午给气坏了，还是他太太

劝他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赔点钱算
了吧。于是孙大午交了几千
元罚款，事情才算过去了。孙
大午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
的人物，对方也算给些面子，
不过几千块钱，对他倒不算
什么，不过这事儿还是让他
很不爽，而且越想越觉得不
爽，这段时间逢人就说，觉得
自己非常憋屈。

这件事让我觉得，《林业
法》这一规定太死板，不够

“因地制宜”。《林业法》的目
的应该在于保护自然林业资
源，像在大兴安岭地区这种
原始植被非常丰富的地方，
的确需要加强采伐许可证制
度的实施，以便更好地减少

盗砍盗伐现象。而孙大午的
家乡徐水，几乎全部处在平
原地区，山地很少。当地所谓
的林业资源，充其量是老百
姓在田间地头种的一些树
木。像孙大午砍伐自己在企
业周围种的一些杨树，与公
共利益何干，为何还需要公
权力的介入呢？孙大午作为
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家，
交几千块钱罚款是无所谓，
而如果一个普通老百姓，需
要砍伐自己在田间地头种的
树，是不是能交得起这不菲
的罚款呢？而如果不想交罚
款，那就要申请砍伐许可证，
搞不好还要给林业局的人送
礼塞红包。《林业法》这一规
定到底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多

大的空间，还有待考证。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于是有人就跟老百姓田
间地头那几棵树耗上了。要砍
树，先来申请许可证。这种权
力一旦体现出威严，还发现老
百姓都有求于自己，经济学讲
的“寻租”可能就来了。

这件事非常集中地体现
出了当前政府机构设置的特
点，“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
线”，所有机构都是垂直管
理，一插到底。为了对口，一
些林业资源寥寥的地方也设
置了林业局。其好处是能够
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但其呆
板、机械化的一面，也让老百
姓徒增了许多烦恼。

读者：郭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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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官员已经在自己的权力和职责之前忘乎所以，一旦官居某级，就觉得自己有了与众不同的地位，可
以动用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为自己摆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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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美经济不景气
会对贸易出口带来不利影
响，但国内市场仍有继续发
展的空间。比如由于中国人
口众多，许多本不起眼的行
业，如足疗、婚礼等都能形
成巨大的市场。

——— 北京大学教授张
维迎说。

高考加分的清理是可
以和自主招生改革的深入
一起进行的。如果高校能建
立起多元评价体系，政府性
质的高考加分就失去了存
在的价值。

——— 教育学者熊丙奇
说。

从中成药的角度讲，
熊胆作为入药原材料，是
无法百分之百完全替代
的，但有很多中草药有类
似的效果。

——— 北京同仁堂集团
专家委员会专家赵小刚说。

就好比抱着名贵花瓶
在闹市中奔跑，一旦被人碰
到摔破了，你说到底谁承担
的责任更多些。

——— 上海汇业律师事
务所律师吴冬指出，与豪车
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的天价
赔偿并不合理。

一些所谓的国际知名
奢侈品品牌厂商把中国当
成“提款机”，在中国本土大
规模生产，就地销售，甚至
竞相奔赴香港上市融资，以
扩大在中国的制造与销售
规模。

——— 首都经贸大学教
授、中国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祝合良说。

孙大午伐树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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