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1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用长
微博的形式，公布了10起行政诉讼
案件。与很多人的习惯性思维相
反，在其中大多数案件中，作为被
告的行政机关败诉了。(本报今日
A04版)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打官
司双方的身份不言而喻。公布的这
些案件涉及多个部门，与老百姓生
活关系密切，可以看作一堂生动的
普法课。随着司法信息公开力度的
加大，公民的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
也在不断提高，对于行政机关来说，
应当坦然应对坐上被告席这件事。

在济南中院发布的长微博中，
基本案情、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一
目了然，还通过“意义点评”一项，指
出适用法律的背景和现实意义，客
观上起到了普法教育的作用。在这
些案件中，有车主质疑交警处罚不
当的，也有企业起诉环保局环评程
序违法的，其中不少与普通人的生
活关系密切。通过这些典型案例，人
们更容易了解自己在与行政机关打
交道时，应当怎样遵守法律，享有哪
些权利，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又该如
何拿起法律武器。

司法信息公开以及公民权利意
识和维权能力的提高，对政府部门
来说确实是种压力。公布的10起案
件中多数是政府败诉，司法日益成
为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维护公民权
利的重要力量。对于政府部门来说，

任何行为都要有法律依据，不作为
或是乱作为，就得承担被起诉后败
诉的法律风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官民之间的纠纷，也应成为行政机
关必备的一种能力。

当然，要想用好法律，首先得正
确看待“民告官”，对于相对强势的
政府部门而言，尤其需要理性看待
被起诉甚至败诉情况。在此前被媒
体曝光的一些行政诉讼案例中，

“民告官见不到官”的情况很多。有
些官员思想上很难接受被推上被
告席的现实，认为当被告破坏了自
己的声誉，是件“掉价”的事。

事实上，在法律面前，官与民
是平等的，没有法外之人，也没有
法外之“官”。国家制定行政诉讼
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维护
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

权，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行政活动
中的纠纷，当了“民告官”中的被
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且，政
府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只有正视
被诉的现实，善于运用法律手段，
才能更好地解决纠纷；即便败诉
也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认清并纠
正错误，避免因为类似原因再次
走上被告席。

现在强调的法治中国，就是要
让包括官、民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
都能自觉地把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
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行政
机关发挥带头作用，以建设法治政
府为己任。那种把官民关系理解为

“官管民”的观念，以及靠缺席法庭
审判、阻挠案件信息公开甚至拒不
执行判决来维护“面子”的做法，也
该改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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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楠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一位被
周围人称作老辛的69岁老人。没结过
婚、没儿没女的他，独居在社区的一
间老房子里。最近几天，老辛一直未
曾出门，邻居感到异常前去探望，才
发现他病了。

相比而言，老辛还算是幸运的。
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外地工作的子女
过节回到家中，或是邻居闻到异味报
警，才发现独居老人已去世多日。类
似的事情总能引人深思，现代社会为
何一再发生这样的人伦悲剧，对于那
些由于各种原因独居一处的老人，又
该怎样呵护他们的生命？

之所以说老辛幸运，是因为他
遇到了细心、热心的邻居，这或许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对于独居老
人而言，没有什么力量比邻居离他
们更近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尽管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作为城市
里居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不妨成
为一个集体性的“邻居”，通过定期
走访、看望等力所能及的形式，给辖
区内的独居老人多一些关爱。

当然，独居老人面临的困境，与
居家养老的传统模式关系密切。当
子女不在身边或是无儿无女，老人
很容易无依无靠，仅凭邻里间的道
德维系很难形成规范有效的保护。
这种情况显然应当引起相关职能部
门，尤其是基层政府的重视，通过提
供公共服务的形式，给独居老人更
多安全感。(作者为本报机动新闻中
心记者)

□钱兆成

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批
准发布的出租车运营服务规范4月1

日起正式实施，规范明确，乘客上车
前，出租车司机不得有询问目的地等
挑客行为。(4月1日中新网)

对于拒载行为，各地的处罚措施
五花八门。如北京市规定拒载可以处
以1000元至2000元罚款，严重者可以
吊销执照；广州市则规定无正当理由
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
款。很多地方并没有专门规定，出租
车运营服务规范也没有对挑客拒载
行为作出专门的处罚规定，“禁问令”
的效力大打折扣。

因此，各地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制定执行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明确
出租车拒载所应承担的责任，并通过
普法宣传和相关职能建设，为市民维
权举证提供便利。“出租车国标”有了
配套措施，“禁问令”得到法律助力，
出租车司机问目的地挑客的情况才
能有效改观。

葛记者手记

独居老人需要的不只是邻里关爱

处罚不明确，“禁问令”管不住出租车

放下架子，坦然面对“民告官”
国家制定行政诉讼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行政活动中的纠纷。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应当坦然应对坐上被告席这件事。

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虽然是
行政部门推动的，但更多是一个
私法过程而不是行政过程，其主
旨是促进房屋交易的便利。因为
准确可信的不动产信息可增进交
易安全，同时降低交易费用和减
少纠纷，政府在其中只是起一个
为信息准确性背书的作用。

它在客观上可能会便利政府
对住房信息的掌握以防控和打击
腐败，但这不应从一开始就成为
该制度的主要目的。统一登记本
身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无条
件查询他人的住房拥有状况，查
询不可能无视对商业秘密或个人
隐私的保护。

不论何时何地，私域和公域

必须严格划定界限，即使是出于反
腐这样的高尚目标，也不能轻易打
破。不动产登记涉及的是平等的私
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一些西
方国家甚至是由非官方的社会中
介组织来负责的。如果从一开始就
把这项制度理解为政府对私人经
济活动的管控和干涉，就会起到影
响而不是便利交易的作用。

不动产统一登记是私域的信
息整合，而打击住房腐败是公域
的政府行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反腐不应过多地由私法领域里的
不动产登记制度来承担，因为这
对它意味着不可承受之重，且有
刺激行政部门扩权的风险。(摘自

《21世纪经济报道》)

葛公民论坛

不动产统一登记要尊重公私界限

监管应以防风险为底线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将互联
网金融尽快纳入监管的呼声不
断，尽管互联网金融的一些安全
隐患已经有所暴露，但监管层在
多数时间里始终采取多看、少动
的观望态度，其呵护创新的意图
十分明显。

然而，互联网金融毕竟关乎
经济命脉和社会稳定，安全才是
首要原则。一旦潜在风险得到宣
泄，普惠金融的大旗倒下来，最先
砸到的恰恰是庞大的、没有风险
抵御能力的大众用户群体。央行
正是明确看到了安全隐患，才果
断对某些业务紧急叫了暂停。

应该看到，监管和创新并不

是对立的。鼓励创新就是要鼓励
以用户利益为核心的、对服务手段
的创新，而不是以自身利益为追
求、以钻监管漏洞为目的的创新。
互联网金融对于推动我国整体金
融行业的服务提升所起到的积极
作用不可低估。然而，金融领域的
任何风险一旦姑息就有可能演变
为系统性灾难。央行对于互联网金
融采取适度监管，为创新留有余地
的态度值得肯定，但是监管尺度在
拿捏上必须以风险防范为底线。(摘
自《经济日报》，作者苏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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