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过几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就要召开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闭幕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
过去了，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
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人们
感触最深的，无疑就是持续“打虎拍
蝇”的反腐，以及以“四风”为靶标的
作风建设。

在印象里，网络反腐这种“体
制外”的形式，一度“风生水起”。每

天刷微博、看帖子，等待网友发布
曝光官员腐败的图片、视频，曾经
成为不少人的习惯。随着“打虎拍
蝇”的持续开展，官方对腐败案件
的查处，无论是力度还是速度，都
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中纪委监察
部网站的“周一见”，成了群众获悉
官员落马、了解反腐进展最重要的
窗口，网络反腐已不复往日的“辉
煌”。

在网络反腐的语境下，贯穿每
一条腐败线索的，更像是举报者与
被举报者的个人关系，要么是利益
纠葛，要么是情感冲突，那些反腐的
制度力量就变成了工具，被用来“精
准打击”某个或某几个腐败分子。即
便能够做到“举报一起、查处一起”，

也不能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 网
络举报之外存在更多的漏网之鱼。

网络反腐热度的降低，反映出
制度反腐的发力，一方面，从前需要
靠“炒作”才能获得重视的反腐线
索，有了畅通且正规的反映渠道；
另一方面，反腐体系反应更迅速、
更灵敏，走在了“举报者”的前面。
包括各级纪委、检察机关在内的体
制内力量，真正成了反腐的主体，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莫伸
手，伸手必被捉”的告诫，也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信任。

事实上，以“四风”为靶标的作
风建设，也可以看做制度反腐的一
部分。从“舌尖上的腐败”到“会所里
的歪风”，再到聚焦形象工程，反“四

风”涉及到方方面面，对准的正是一
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无形中提
高了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作风建设
的常抓不懈，是在塑造一种标准更
高、管理更严的政治伦理。身处其中
的党员干部，一直感受到压力，时刻
不敢放松，就更难有胆量去触碰党
纪国法的“高压线”了。

以往在网络反腐的线索中，很
多贪官被曝光之时，腐败行为已经
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可以说到达了
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而标准更高
的政治伦理，再加上力度更大、反应
更灵敏的反腐体系，恰恰起到了防
微杜渐的作用。由此不难判断，网络
反腐不仅难现旧日的“辉煌”，还会
持续“衰落”下去。

网络反腐难复旧日“辉煌”

企业送检一定是把最好的没
事的产品送过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认为，一些很
著名的企业之所以老是出事，就
是因为犯罪的成本太低了，送检
产品与市场产品差别很大。在现
阶段，如何让检疫检测设备真正
成为我们食品安全的“守护神”，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能源汽车虽好，也不能一
哄而上，搞“大跃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董扬日前表示，新能
源汽车及其相关产业链的投资比
传统汽车行业更难，企业和地方
政府都要慎重。地方政府应当从
全局考虑，避免重复建设，同时要
从管理、环保等方面严格把关。

“仰望星空”的人多了，不为
功利所主导的学术和科学研究才
会越多出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
长黄晓勇认为，只有行政化的管
理，而没有自由竞争市场的自发
创新，科学领域的创新是很难真
正实现的。给予科研机构和科学
工作者更多的自由，才有可能出
现更多的原创性成果。

葛一语中的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用法律打开假种子查处中的“门锁”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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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辉

河南省唐河县种业市场套牌、
套包、制假现象严重。13日记者在实
地采访时发现，十万斤假种子藏身
于某国有种子站。该站拒不配合，门
前的一把锁挡住了当地多个执法部
门。（10月15日新华网）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专门
颁布种子法，以确保种子质量，明确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是种子行
政执法机关”；作为特殊商品，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又将种子等农业生产
资料纳入调整范围，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对销售假、劣种子的行为可以
予以查处。但是在这两部法律中，并
未赋予执法机关在调查过程中的相

关行政强制措施权，如对涉嫌假劣
的种子予以查封、扣押等。按照行政
强制法的规定，查封、扣押等行政强
制措施必须由法律、法规授权的机
关行使，且不得委托。正是在这种情
况下，工商行政机关在接到举报后，
转而向派出所求援并希望其能接手
案件。但这类售假行为只有构成犯
罪，公安机关才能立案查处。

面对销售假劣种子的行为，依
据种子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无法
查封、扣押，只能依据商标法来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如果假劣种子没
有使用商品包装，或者没有侵犯他
人的商标权，则无法用商标法来处
理。法律给执法带来的难题，还得
需要法律的修正来解决，不妨在相
关法律中，赋予执法部门相应的行
政强制措施权，为以后查处活动打
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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