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证”副局长“正常上班”不正常

近日，有网络爆料称，山西省长
治市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
樊红伟有8个身份证。据报道，山西省
公安厅已成立工作组调查此事。

此事如果属实，无疑是触犯刑
律的严重违法行为。去年，被爆拥
有4个身份证的陕西“房姐”龚爱爱，
就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
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樊红伟作为警
界官员，如果确有8个身份证，背后
必然有见不得人的问题。来自网络
的举报材料，应该引起山西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给公众一个负责任
的交代。但是，被举报的樊红伟似
乎并没有受此影响，仍然在“正常
上班”。这不免让人怀疑，副局长的

“正常上班”是否会妨碍正常调查。
众所周知，身份证号码具有终生

唯一性，一个公民只能有一个身份
证。尽管一些地方确实出现过因系统
问题导致的身份证信息出错，但是一
个人若有8个身份证的话，系统故障
的可能性恐怕极小，而人为作假的可
能性极大，被举报人在公安系统的特
殊身份，更是加大了后一种可能性。

假身份证的最大用处，当然就
是逃避各种实名制的信息登记。用
假身份证在银行开户，能够躲避金
融监管，用假身份证买房，可以突破

限购政策，甚至还有人以此骗婚、骗
医保等。对官员来说，可以说每一张
假身份证都是掩饰腐败行为的面具。
广东汕尾烟草专卖局原局长陈文铸，
就曾以虚假身份办理港澳通行证，不
按规定报批因私出入港澳74次。与

“最牛烟草局长”相比，如果樊红伟被
举报的事情属实，不只是在数量上
刷新一个纪录，可能会牵出更惊人
的腐败行为。

尽管山西省公安厅已经成立
了工作组调查此事，但是面对如此
重要线索，调查力度似乎并没有公
众预期的那样大。被举报人不是普
通民警，“正常上班”就意味着他会
正常行使权力。如果被举报人问心
无愧，自然不会干扰调查工作，如

果被举报人确实有问题，那么他所
行使的权力很可能成为调查工作
的障碍。那些需要配合调查的人，
必然会因为被举报人的“正常上
班”心存顾虑。被举报人如果利用
职务之便办过假证，也很可能利用
职务之便毁灭证据。

山西公安对被举报人的“外紧
内松”，不免加重公众的疑虑。面对
网络举报，确曾有个别地方和部门
抱着不以为意的态度，对被举报者
有近乎本能的袒护，总想着重拿轻
放，大事化小。而此事关系官员形
象和前途，希望山西省有关部门能
够更加认真地对待举报线索，以一
个经得起质疑的调查程序，给公众
一个负责任的调查结果。

山西公安对被举报人的“外紧内松”，不免加重公众的疑虑。因为被举报人仍在“正常上班”，那些需要配合

调查的人，必然会心存顾虑。被举报人如果利用职务之便办过假证，也很可能利用职务之便毁灭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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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4月22日的微博因为内地幼童香
港街头小便一事吵成一团。23日又有
新的信息流出。香港某周刊发布视
频，表明幼童当时是在大便，而且小
孩父母没有使用尿不湿接便。23日下
午新华社报道香港警方说法，该幼童
为男孩，是小便，不存在内地女子打
路人耳光的情节。

短短时间之内，幼童香港便溺事
件因细节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
貌，难免给人“剥洋葱”的感觉。巧的
是，围绕此事的观察和争论也有数
个层次，甚至比事件本身更有看点。

一是当事人行为是否文明之争。
这其实是事件的最本质问题。内地游
客让幼童当街便溺，这种处理方式是
否妥当？围观者对此不满，该不该拍
孩子便溺的影像？对此，《京华时报》特
约评论员顾昀23日发表的评论指出，

“孩子不是违法的理由，但这不意味
着就不该照顾孩子的心理和情绪。”
他的意见是，几名香港青年看似在维
护当地法纪与文明，实则距离文明本
义甚远。文明理当照见人性，否则就
失去了根本，成为虚无空泛的道德指
标，乃至走向反面。

就事论事之外，因为当事人分
属香港和内地，又不免会透露出一
些共性的问题。《环球时报》就从此
事出发，批评了香港少部分人给内
地贴标签的现象。“那些激进的小青
年极力表达自己道德上的高贵，实
际上他们呈现的恰是香港社会市井
气低俗的一面。”文章称，香港如今
有些人表面上是歧视内地人，其实
他们在歧视自己。他们太想宣示与
其他中国人的区别，证明自己已与
洋文化融为一体。作家杨恒均也撰
文指出：如果港人能主动指出一些
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会不会既教育、

“启蒙”了内地游客，又保护甚至弘

扬了港人固有的文明？难道一定要
用“蝗虫”这类词语，要用拍照上网
抢童车的行为？这样做，是在保护自
己的生活方式与文明，还是在破坏
呢？北大教授张颐武也发微博指出，
撒尿事件中，最该同情的还是那个
可怜的孩子和平凡的夫妻，他们可
能做的不得体或没守规矩，对此应
该有善意的提醒，也可以有严格的
管理或批评，但他们遇到的是充满
着恶意的张扬和渲染。这让许多普
通的对香港有好意期望的内地人对
香港寒心，而这最终伤害的是香港。

不过，许多加入争论中的网友
并没有如此理性。不少人忆起前尘
旧事情绪激动，有人甚至借题发挥、
炮制骂战。要是单看那些情绪化的
言辞，甚至会产生“港人和内地人彼
此看不顺眼”这样的印象。吵成这个
情形，实在也难谈是“文明”了。

网友“@假装在纽约”就说，“现
在大家都盯着对方的错误却对自己
的问题视而不见。其实双方只要多
点客观和宽容，分歧即可轻易化解。
很多大陆人的确欠缺文明，但香港
人更要反省愈发严重的偏见岐视。”

“@新华视点”也呼吁说，小处固然
不可随便，小题也不应大作，“交往
容易，融合不易，两地同胞且处且珍
惜！”作者侯虹斌在“腾讯大家”上发
表的文章《为何要大开言辞的杀戒》
则更是指出，媒体人闾丘露薇微博
评幼童便溺遭到围攻，这其实是网
络暴力的一种表现——— 没有矛盾也
要制造矛盾，没有困难也要制造困
难，事实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要
找到一个出气口，往死里打。她批评
说，这种毫无底线、不必负责的泄
愤，对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没有
半点好处，只会把既有的伤疤撕得
更烂。 （赵丽 整理）

“文明”之争

葛舆论场

别把“禁酒令”当小事

□王垚烽

日前中科院院士李小文的一
张照片在网上流传。照片上他一
身黑衣、黑布鞋、没穿袜子，坐在
讲台前低头念着发言稿。堂堂中
科院院士竟然如此朴素，这让李
小文受到了许多网友的追捧。(4

月23日《新闻晨报》)

说实话，现在绝大多数网民
对于李小文本人并不了解，所谓
追捧纯粹是出于“以貌取人”。当
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网
友对于李小文院士的追捧，更多
的是一种借机抒怀：对时下一些

中规中矩、棱角全无的学者，许多
人觉得不满意，希望有个性、有想
法、特立独行的学者更多一些。

客观地讲，希望大学教授各
个头上长角、不食烟火的想法不
切实际，也没有必要。事实上，在
现在的学术界，像李小文这样的
个性学者也并非个例，我们真正缺
的，是包容不同个性人才的制度环
境。相比围观李小文们的“怪”，我
们更应该关注这些“怪人”的生存
处境。只有当每一个学人，无论他
是循规蹈矩还是特立独行，都能够
自由地、不受干扰地从事学术研
究，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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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扩

23日，省纪委通报，一季度山
东纪检机关共通报了1161例违反
八项规定的典型问题，其中违反

“禁酒令”等工作纪律的619起，占
比超过五成。(详见本报A04版)

酒桌文化在全国特别是在山
东似乎根深蒂固，尽管各级纪检
机关三令五申，工作日不得午间饮
酒，但仍有大批干部顶风而上，不
顾“禁酒令”的存在。

分析起来，“不喝酒办不成
事”，“酒不到感情也不到”，如此
话语一直在民间甚至官员群体之
间流传。社会上有此风气，某些官
员喝起酒来似乎也理直气壮了许
多，大多抱着“大家都是如此，不
是唯独我一个”，“只要工作干好
就成，成大事不拘小节”、“不是贪

腐喝点没事”这样的心态。内心深
处不把“禁酒令”当回事，行动上
就难免走偏，这可能是许多人触
碰纪律“高压线”的原因。

事实证明，公务员群体不合
时宜地饮酒不是小事。尤其当饮
酒与驾驶公车甚至公车私用等问
题结合在一起时，往往会造成恶
劣的社会影响。那些公务员喝酒
致死伤的案例，更是该让人警醒。

退一步说，即使喝酒闹不出
大事情，但一身酒气接待群众，头
晕脑涨办理公务，很难想象会收
到好的效果。公款喝酒浪费财政
资金，群众更是有意见。从这些方
面看，公职人员要切实把“禁酒
令”当个大事，时时念着，千万别
逾规逾矩。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
记者)

围观李小文，别只盯着光脚与布鞋

葛记者来信

滁州新老两处车站相距近15公里。计划投资2亿元的新车站曾遭搁置，
面对诸多压力，车站方最终于去年底将包括合肥、芜湖等6条线路搬至新站。未出
3个月，6条线路再次迁回老站始发。(4月23日《安徽商报》） 漫画/勾犇

烧钱遇冷

葛媒体视点

让房地产市场充分调整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分化现
象显著。一线城市供需仍然失衡，由
于房价已背离市场购买力，加之买
涨心态作祟，市场对降价并不买账；
部分二三线城市供应过剩，消化能
力不足，量价均存在下行压力。

房地产市场低迷，不仅会影
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房地
产相关税收，也会“拖累”数十个
上下游产业。这就不难理解为何
每次楼市低迷之时，地方政府总
会产生救市冲动甚至付诸行动。

但这种做法，是否真的利于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从历史经
验不难看出，救市政策的出台虽
然有助于投资需求恢复，但这部

分投资的恢复带有一定盲目性，
既造成供应过剩、风险累积，又进
一步强化房地产业的“挤出效
应”，恶化产业结构。

市场化和差别化是未来房地
产调控思路。在逐渐去除行政手
段的同时，要允许各地根据自身
市场条件进行调整。但在这个过
程中，应把握好调整力度和节奏，
避免将其演变为调控松绑，要留
给市场足够的自发调整空间。

(摘自《中国证券报》，作者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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