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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分组讨论，委员抢话筒：

可能不连任了，让我发个言吧
本报特派记者 李钢 任志方 3月12日发自北京

政协委员朱征夫：

大案真相

要及时公布

本报北京 3月 1 2日讯
(特派记者 李钢 任志
方) “由于公众长时间不
知道真相，使‘彭宇案’持续
发酵，产生了一些负面影
响。”12日，在政协会议分
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朱征夫建议，公众关心的重
大案件有关部门应及时公
布案件真相。

“从一审到和解经过了
近一年，从和解到南京政法
委书记公开回应，又用了很
长时间。”朱征夫说，虽然当
时双方有约定不对外公开，
但在他看来，既然双方能在
法院的调解下达成和解，法
院就能劝说双方公开真相，
也应该公开真相。“但是，由
于真相长期没有公布，‘彭
宇案’在公众心中早已经定
格为好人被冤枉的典型。人
们在这个案件中得到的教
训是，做好人没好报，是要
赔钱的。”

3月1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的记者
会结束后，面对意犹未尽的记者，向
文波代表侃侃而谈。当日，刘明忠、谭
旭光、杨天夫、向文波四位全国人大
代表围绕“推进实体经济发展”这一
主题进行了答记者问。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特派记者
王僖 刘志浩) 12日，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
究员刘白驹在分组讨论两高报告
时，认为严重刑事案件判决书中

“谅解”一词应慎用，可用“宽宥
（yòu）”替代。

刘白驹说，刑事判决书中有这
样的表述——— 被告人对被害人或
者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取得
了谅解”，故对其从轻处罚，甚至一
些严重刑事案件的判决书也有这

种表述。
刘 白 驹 认 为 ，遭 受 损 失 的

被 害 人 或 其 家 属 向 被 告 人 索
偿，是正当的要求。但是，判决
书把被害人或其家属对被告人
的一定程度的“宽宥”或“宽恕”
说成“谅解”，则颇为不当。而将

“谅解”一词用于恶性杀人、重
伤 致 残 、强 奸 即 遂 等 严 重 刑 事
案 件 的 判 决 书 ， 更 是 有 违 情
理。

刘白驹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新刑事诉讼法
实施之前，应尽快下发通知，进一
步严格限定“被害人刑事制度”的
适用，并禁止在严重刑事案件的判
决书中使用被告人取得被害人或
其家属“谅解”之辞。

“其他刑事案件判决书也应慎
用被告人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
解’一词。”刘白驹说，可以用“被害
人(或其家属)有所宽宥”的说法替
代“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
的说法。

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最
高人民法院副部级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王秀红表
示，法律用词不是中性的，必须
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包括文字和
口头语言都很严谨。对于刘白驹
提出的问题，她认为相关部门应
该很好地研究，防止造成误导和
对法律的亵渎。王秀红说：“个人
认为，严重的刑事犯罪原则上是
不 应 该 用‘ 谅 解 ’这 样 的 词 汇
的。”

刘白驹：刑事判决书慎用“谅解”
认为应用于严重刑事案件有违情理，可以“宽宥”替代

“再说两句”

侯欣一在发言。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摄

“刚才那个委员的5分钟，也让
给我了，我再讲几条建议。”全国政
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
一加快语速说。其实，他已经讲了十
多分钟。

“谁说让给你了。”侯欣一话音
未落，会场立即一阵“骚动”，“主持
人讲好了的，每人5分钟。”许多委员
喊道。

12日上午，政协会议进行最后一
次分组讨论。由于本次会议也是本届
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对于一些委员
来说，可能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
政协大会上了。在政协社科界别32组
讨论现场，许多委员都想抓住这最后
几分钟，再讲讲自己的建议。

“让其他委员也讲讲吧。”主持人
打断了侯欣一委员的话说，“刚才规定
的是每人5分钟，但是现在时间不多

了，剩下的只能减到3分钟了。”
主持人话音刚落，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
立即开启了话筒，“我一定尽量按
时。”打开话匣子之后，朱佳木委员
竟然一口气讲了6条建议。

“主持人的‘执法难’啊！”朱佳
木还没说完，就有委员喊道。这时已
经接近11点。

“还有最后一次发言机会。”主
持人只能再次修改发言规则。

“我发个言吧……”许多委员争
相喊道。这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女法官协会会长王秀红喊了一句，

“我发言比较少，让我说几句吧。”
“发言的时间太短了，好在我们联

系方式都在，会后也可以交流沟通。”
王秀红说，“我年龄不小了，也不太可
能连任了，还真有些恋恋不舍。”

王秀红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王僖 摄

人大代表刘礼祖：

湿地保护

需立法“撑腰”

据新华社3月12日电
湿地是全球三大生态系统
之一，被誉为“地球之肾”，
但目前我国湿地遭到随意
侵占和破坏的现象仍然严
重。为此，全国人大代表、江
西省政协副主席、省林业厅
厅长刘礼祖建议，尽快出台
湿地保护条例，加大对湿地
的保护力度。

刘礼祖代表认为，近
年来，非法占用湿地、破
坏湿地的现象十分严重，
但湿地的保护和管理还没
有上位法，这正是当前湿
地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最
根本原因。

刘礼祖代表认为，我国
现行法律虽然有一些条款
与湿地保护相关，但从湿地
综合功能考虑还缺乏必需
的专门法规约束，因此，必
须尽快立法，对利用湿地资
源和征占用湿地的行为进
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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