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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王书金”背后的舆情不容忽视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昨天上午，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上诉
人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
案，这起案件因与“聂树斌
案”有密切关系而备受关注。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答
辩认为，王书金的供述与案
件的实际情况在关键情节上
存在重大差异，石家庄西郊
强奸杀人案并非王书金所
为。(本报今日A14版)

嫌犯供认罪行，检方证

其清白，法庭上的这一幕可
以说是史无前例，给原本就
饱受质疑的“聂树斌案”再添
争议。的确，法院依法审判，
不应受到外界的干扰，但面
对如此激烈的舆论反应，司
法机关还是应该用更公开的
信息、更扎实的证据去回应，
不能置之不理，更不能增添
案件的疑点。

对过去一些冤假错案的
经验性认识，让公众对“聂树
斌案”翻案充满了期待，司法
机关在审理“王书金案”时，
应当有更充分的准备。在过
去一段时间内，“佘祥林案”、

“赵作海案”以及前不久平反

的浙江“张氏叔侄案”，让公
众看到了冤假错案产生的可
能性。另外，“聂树斌案”的死
刑复核权由河北省高院行
使，该权力下放至高级人民
法院，后来也被证明促成了
一些错案。在聂树斌未被枪
决时，当地媒体对该案的报
道中有“攻心战术”、“突审”
等字样，与一些涉嫌刑讯逼
供的错案情节相似，加上“真
凶”王书金的“偶然”出现，更
让人们看到了翻案的可能。
然而，此次审理“王书金案”，
检方的作为与公众的想法相
去甚远，也难怪会引起强烈
的质疑。

从 现 有 的 报 道 来 看 ，
“聂树斌案”疑点重重，舆论
对“王书金案”的关注，是希
望后者能够提供一个机会，
解释整个案件中的疑点。据
媒体报道，当年聂树斌被执
行死刑，其家人在前往探望
时才得知消息；聂树斌母亲
多次申请拿到判决书，却长
期遭到推诿。由于王书金的
出现，人们看到了这些疑点
得到重新解释的可能性，舆
论对“王书金案”审理过程
的不满，实际上是在表达一
种担忧：一旦法院认定王书
金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
案无关，“聂树斌案”的疑点

可能会继续悬疑下去。对于
这种担忧以及“聂树斌案”
引发的各方质疑，司法机关
是不能回避的，审结“王书
金案”并不意味着消除了全
部疑点。

话说回来，无论是社会
舆论的声音还是司法机关的
审理，共同的目标都是实现
法律的尊严，维护司法的正
义。社会舆论不能干扰司法，
司法同样要给予舆论充分的
尊重，两者出现了激烈争议，
就是在提醒司法机关审慎地
履行职能，还原真相、解释疑
点。更何况，有不少质疑的声
音是来自法律界的，如果案

件疑点得不到有力回应，很
可能对司法机关的权威性造
成损害，甚至会导致人们对
法律的不信任。无论是“聂树
斌案”还是“王书金案”，舆论
的质疑都应该得到河北省高
院的高度重视，对舆论质疑
置之不理，只会带来更多的
问题。

目前，考虑到辩护人查
阅证据材料的要求，“王书金
案”已宣布休庭，我们期待在
后续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
能够重视“批评”的声音，给
舆论质疑充分的尊重，用充
足的证据去回应质疑，用公
正的审判维护司法正义。

法院依法审判，不应受到外界的干扰，但面对如此激烈的舆论反应，司法机关还是应该用更公开的信
息、更扎实的证据去回应，不能置之不理，更不能增添案件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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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超过一定程度，是
经济紧缩的明显标志。中国没
有发生经济危机，却遭遇“最难
就业季”，这是就业观念、经济
结构转型过慢带来的无可回
避的结果。

中小企业、第三产业是吸
纳就业最重要的途径。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司长郑
昕曾表示，我国中小企业达到
1023万家，占企业总数99%，提
供了城镇80%的就业岗位。然
而，许多大学毕业生却视中小
企业为畏途。2013年，北京地
区不同性质企业的应届生岗
位竞争指数由高到低依次是：
上市公司、国企、合资、事业单

位、外商独资、股份制企业、民
营企业。民营企业虽然岗位占
比最高，但是岗位竞争指数最
低；相反，报考国企、公务员，
一再受到青睐。大学培育出来
的毕业生不待见民企，羡慕低
风险稳定回报的工作，缺乏进
取心与风险承受能力，很难想
象可以靠这样的群体推动中
国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大学生
就业可以倒推，中国的中小民
营企业经历了怎样痛苦的、被
鄙视的过程。

社会分工细化，一些原先
没有的岗位纷纷出炉，比如星
级饭店除虫师、房价评估师、
中老年人护理师等等，需要的

人数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计——— 但结果不容乐观，择业
市场出现双向不对等，有社会
需求的工作却找不到合适的
人——— 大学经历没有让一些
人学会创业与脚踏实地，而仅
仅是为解决教师工作而设置
的专业，就是误人子弟。

大学毕业生存在一定的
失业率，将成为长期趋势，也
是国际惯例，不管愿不愿意，
我们总是要面对。如果能够倒
逼出中国教育模式的改革，能
够让我们更尊重民企、更尊重
市场、更尊重专业分工，那么，
谢天谢地。(摘自《解放日报》，
作者叶檀)

金岭

亲自摆摊换位体验的
武汉城管桂文静，在接受
央视“面对面”记者采访时
说，社会上对城管职业的
认同度低，他本人甚至有
辞职另谋生路的想法，采
访中他还委屈地掉下了眼
泪。

一些地方的老百
姓为什么对城管的认
同度低，城管不得不
长期面对较大的民意
压力的原因何在，其
中有很值得深思的问
题。

一些地方城市管
理的目标是不是定得
过高了，甚至过于苛
刻了，对市民的生活
实际考虑得够不够，
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的
生存需求考虑得够不
够，这是城市管理必
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一些地方总是认为摆
摊是给城市添乱的，
所谓管理基本上就是
限制和取缔，殊不知，
那些在大街上被城管
追得张皇失措的流动摊
贩，其实在为这个社会做
着特殊的贡献。由于眼下
社会保障标准还比较低，
住房等民生压力还很大，
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灵活
就业者的压力更大，他们
摆个小摊来养家糊口，这
是一种可贵的劳动热情和
活力；如果面对困境都不愿
付出劳动求得改变，都躺在
家里向政府和社会伸手，达
不到目的就胡乱寻思，那是
好事吗？从这个角度说，城市
管理是不是应该为他们提
供必要的服务，分担他们的
压力呢？武汉城管在体验之
后也对记者坦言，应该为小
商贩提供必要的空间，这
值得一些地方的城管认真
对待。

管理本来是为了提升

城市的生活质量，但现在
一些地方过于严苛的管
理，有增加市民生活成本
的倾向，这可能是人们对
城市管理有看法的原因之
一。在城市生活的人都知
道，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
的菜价是不一样的，有的
甚至差别很大，凡有露天

菜市场的区域，或者城市
边缘管理松弛的地带，价
格往往会低一些。早些年
的时候，不少城市的街巷
里弄和居民小区周围，都
有露天的早市，城郊的菜
农和菜贩一大早来摆摊，
一般到上午九点左右收
摊，价格会比“退路进厅”
的业户低不少，这对商贩
和周围群众都是好事，虽
然对环境和周围居民的生
活有一点影响，但相对于
其带来的益处，影响并没
有大到不可接受的程度；
但这些年来，一些城市加
大管理力度后，这类露天
早市已经很少见了。城市
的空间资源是大家的，你
能见缝插针停车，人家同
样有权利找块空地儿谋个
生路，凭什么你一要秩序，

就把人家的生路给断了
呢？

没有管理，小摊随便
乱摆肯定不行，但城市管
理目标的设定，不能以管
理为本，要以民生为本才
行。如果过多地以管理为
本位来考虑问题，就可能
出现那种精细化、网格化

的苛刻管理，甚至想
把城市的每个角落
都管起来，结果就是
让你连个买馒头的
地方都没有。现在就
连一些小县城也想
按大城市的标准，甚
至想按国际大都市
的标准来搞管理，事
实上，就是国际大都
市也有摆摊设点的。
在巴黎街头，我亲眼
看到巴黎圣母院周
边马路的人行道上，
就有很多卖旧书的
摊位，还有巴黎遍布
街头的咖啡馆，一到
营业时间就把咖啡
桌摆到人行道上去，
难道我们的一些县
城，管理标准比真正
的国际大都市还要

高吗？
强力推行过于严苛的

管理目标，那管理就有可
能异化成统制，有可能压
缩社会的自由度，这值得
警惕。在压力反弹造成的
抵触情绪下实施管理，不
但难度极大，而且执法本
身常常会成为制造矛盾产
生纠纷的原因，进而走向
管理的反面，就像延安城
管那样。管理的至高境界，
就是既管出了秩序，又释
放了尽可能多的社会活
力，如果管死了，管理就失
败了。城管如果能在维持
好城市秩序的前提下，给
商贩留下适度的空间和自
由，最大限度释放民间活
力，桂文静们就能真正找
到职业尊严，也就不必再
有辞职的想法了。

>>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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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学是教师谋生
的职场、学生就业的跳板，
长此以往，“母校”只能是

“姨校”、“姑校”，成为没事
串门有事再见的借住之地。

日前，浙江大学新校长
任命一事引发诸多关注。中
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杨早评
论说，校园政治是一种特殊
的政治形式，现在的情况是

“上层的声音太响，校园的
声音太弱”。

人往哪里走，跟政府在
哪里修基础设施有可能是
不吻合的，一旦对不上，浪
费就大了。

日前，北京大学教授周
其仁接受采访时提醒，城镇
化是有客观规律的，政府要
有一点敬畏之心，要多向市
场学习。

信息联网以后，公开到
什么范围？是根据工作需要

去披露？还是仅仅是了解情
况，再去制订政策？

近期，全国住房信息联
网的话题备受热议，对此，
北京理工大学房地产研究
所所长周毕文教授表示，住
房信息联网的困难之处，实
际上是私权利与公权力的
边界划分。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评论员观察

>>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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