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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的态度就靠做实事体现

最近这几年，雾霾天似乎已经
成了冬季的“标配”，PM2 . 5这个词
也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人人皆知
的“热词”。要想“制服”这些既污染
环境又损害健康的细颗粒物，首先
要做的当然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
法对其进行研究，因为只有对症下
药才能药到病除。

就在昨天上午，济南通报了本市
PM2 . 5源解析构成情况，这份历时三
年的监测研究结果，也让公众对困扰
自己的雾霾天有了更科学的认识。随
着燃煤、扬尘、工业生产、机动车这四

大“凶手”被揭露出来，优化能源结
构、调整工业布局、严格机动车环
检等具体举措，想必也会得到更
多 人 的 理 解 和 支 持 。虽 然 分 析
PM2 . 5的源头只是第一步，但这
却是给人带来希望的重要一步。

综观这几年人们对雾霾的态
度，隐隐呈现出一种令人沮丧的转
变，虽然始终保持关注，但关注点
发生着变化。一开始，对雾霾知识
等科普内容的谈论很多，那些讲
述伦敦、洛杉矶等城市“战霾”经
验的文章铺天盖地。很快，这种

“战天斗地”的情怀淡化了，人们
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如何“适应”雾
霾，比如讨论谁家的口罩管用。时
至今日，雾霾似乎已经完全成了
被调侃的对象，比如“北马”沦为口
罩展销会，再比如“伸手不见五指”
有了新解释。就在几天前，还有人

写了篇模仿朱自清风格的《霾》，在
网络上热传。

这种关注点的转移，暗含着对
雾霾的无奈，很多人似乎已经对治
霾失去了信心。也难怪，人们总能
听到有地方官员喊口号，或是“简
单粗暴”地公布投入了多少钱，可
连“霾从何来”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都没能得到权威解答。看不到政
府带头，对污染源的共识也形成
不了，一些官方提出的好的倡议
或举措也没法执行下去。举个最
简单的例子，关于私家车是否为主
要污染源的讨论，就曾导致一些人
质疑政府推卸责任，而与此相关的
重污染天气限行举措，也引发了很
多的不理解。

所以说，要想坚定公众治霾决
心，要想出台的举措能得到广泛认
同，就得让公众看到政府是有行动

的，此次济南公布的PM2 . 5源解析
构成情况，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关
键。这份结果的公布，让很多人对
雾霾源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且
在这份结果的背后，人们也能够看
到过去的三年里，在“段子横飞”的
那段时间里，相关职能部门在做实
实在在的工作。相信这份基于科学
态度的分析结果，有助于职能部门
出台更符合济南实际的举措，也有
助于赢得公众对环保工作的支持。
有句话叫“好的开始就是成功”，说
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虽说雾霾的形成不限于一地，
治理起来也需要区域性的综合举
措，但对单个城市而言，先走一步
总归是没有错的。毕竟，与专业团
队合作分析雾霾源头是科学的态
度，从群众利益出发做实事，同样
也是科学的态度。

要想坚定公众治霾决心，要想出台的举措能得到广泛认同，就得让公众看到政府是有行动的，此次

济南公布的PM2 . 5源解析构成情况，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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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鹏

开风气之先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首次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
主题，满足了普遍关注与期待。刑法
修正案（九）草案重点之一是逐步减
少适用死刑罪名，草案提议取消现
有55个死刑罪名中的9个。

依法治国大讨论下，对刑法修
正案（九）草案的审议来得正是时
候，且颇有些锦上添花的意味。舆论
肯定之中还带有些欢欣。

光明网就旗帜鲜明地大胆喊
出，“法律是治国的重器，刑法修正
案（九）草案将成为我国推进依法治
国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长江日报》则注意到“此次
刑法修改慎用和逐步减少死刑，是
近年来我国司法和
立法实践中一个越
来越显著的轻刑化
趋势”，并同时为不
了解背景的读者扫
盲：2007年1月1日，
在中央的支持下，
最高人民法院将死
刑核准权从各省收
回，死刑立即执行
的数量由此得到大
幅度下降。2011年5

月1日施行的刑法
修正案（八），取消
走私文物罪、走私
贵重金属罪、盗窃
罪等13个经济性非
暴力犯罪的死刑，
这是在1997年颁布
新刑法以来首次出
现的削减死刑的立
法例。

在《长江日报》
看来，三年来削减
2 2 项适用死刑罪
名，几乎压缩了三分之一的死刑适
用罪名，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一系列
有条不紊的改革举措，以死刑为标
志性代表的重刑的淡出，指向的是
一部更加“克制”的刑法，这种变化
趋势无疑是法治的进步。“法律需要
做出及时的反应，以适应和调整新
的社会关系。在刑罚适用上，一个总
体的基调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
演进，刑罚的使用朝着更谨慎、更严
密的方向发展。”

当然，也有人从草案中看到了
对人权的保障。多个司法系统内部
法律实践人士撰文指出，刑法修正
案（九）草案对公民权利的进一步保
障，不仅符合当下现实状况需求，也
符合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而且
营造尊重公民权利的社会氛围。

但相比之下，一部分民间声音，
显然无法认同废除死刑的轻刑主义。
在传统社会深厚的重典主义传统下，
废除死刑似乎缺少一定的民意基础，
无法得到绝大多数民众认同。

人民网强国论坛推出的“取消
适用死刑罪，如何保证对犯罪的打
击力度？”专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一种普遍的态度。

网友“清凉山风”就适时抛出了
“国情论”，“我们的法律一定要适用

中国国情，罚严利于震慑犯罪，松绑
易让罪犯产生侥幸心理。”而网友

“土肥圆”身上则弥漫着对重刑主义
的留恋之情，“死刑不单是为了震慑
罪犯起作用，更要的是平民愤。”

对取消死刑会给社会带来影响
的担心，《南方都市报》引述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
的介绍及时给出了“安慰”：刑法修
正案(八)出台以来，中国社会治安
形势总体稳定可控，一些严重犯罪
稳中有降，实践表明，取消13个罪名
的死刑，没有对社会治安形势形成
负面作用。

《南方都市报》继续科普：现代
犯罪学认为，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
现象，犯罪是社会诸种病症及犯罪
者个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

决定了不可能通
过单一的重刑威
慑来达到预防犯
罪的目的。

人民网则站
到了人性的高度
予以解释，“减少
这些死刑罪名，
既有我们迈向法
治文明，兑现对
公民各种权利保
障的内在动力，
也是对国际社会
承 诺 的 积 极 回
应。还应看到，减
少现阶段有能力
废 除 的 死 刑 罪
名，有利于公民
提 升 对 人 本 身
的信心，走出以
暴制暴、复仇思
维 的 人 性 幽 暗
深 谷 。”对于舍
弃重刑主义，人
民 网 也 不 忘 给

出良性建议，“废除这些死刑罪名
的同时，有必要延长部分罪名的
有期徒刑最高刑年限，并严格限
定减刑幅度。”

《长江日报》继续忧心忡忡，
提出警惕对重刑主义的理想化，从
历史经验来看，法律过多使用重刑
的结果，往往不是对犯罪更加有效
的遏制，反而会引起民众不适乃至
反感抵触，制造社会的紧张气氛，甚
至法律或将处于一种被利用的危险
境地。“法律承载着维系社会公平正
义的理想与责任，公正永远是第一
位的。因此，如果将社会问题引起的
负面情绪倾注于重刑，指望重刑来
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只能是一
厢情愿，而且代价更大。”

倒是《羊城晚报》成为“理中
客”，以“个罪废除死刑当以社会多
数共识为基石”为题的评论文章态
度鲜明，“死刑的存废，与每个国家
的文化传承、宗教传统、社会认同等
息息相关。虽然取消非暴力犯罪死
刑是世界潮流，但从中国死刑废除
的渐进式路径来看，能争取民意的
多数支持才是修法的前提。”

“减刑”之后

“神笔”

据《法治周末》报道，投资110亿元的山西岢临高速公路，还未通车就
已出现桥梁隧道裂缝，路面沉降塌陷。更有知情者爆料，填充石缝的不是
砂浆，而是石料加工厂废弃的石粉，甚至用墨汁画出“自然美观”的石缝，

“从远处看十分漂亮，其实却是蒙人的”。 漫画/李宏宇

乌木之争不能纠缠不清

□刘建国

一年前，重庆市潼南县8位村
民在河道挖出一根30米长的乌木，
卖得19 . 6万元。如今，当地财政局
将他们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返还
这笔钱。法院一审二审都判决村民
们还钱。（10月30日《重庆晚报》）

其实，法院的一二审判决没有
任何问题。按照法律规定，村民在
河道中挖掘出的乌木，不属于个人
所有，也不属于集体所有，而是属
于国家所有。既然乌木属于国有，
那么村民变卖乌木后所得的意外
之财，也应该属于国家。

关于乌木的所有权，法律具有
明晰的规定，为何还会引发如此大
的争议呢？其实，原因就在于，法律
所规定的内容，与公民个人的主观

认知具有冲突，无法达成契合。在人
们的日常惯性思维中，既然个人发
现并发掘出了乌木，就应该对乌木
拥有一定的所有权。毕竟，要不是自
己的积极贡献，一方面乌木可能不
会被发现，另一方面则可能不会被
村民“保护性挖掘”。此外，当地政府
忙着打官司追回乌木款而不是去想
办法保护乌木，也难免让人产生与
民争利、本末倒置的联想。

其实，当法律规定与日常思维
存在冲突时，说明法律也有完善和
补强的必要，应该赋予公民更多的
权利选项，在乌木归属与个人利益
上找到一个平衡点，实现乌木保护
与公民利益保障同步化。比如，对
于类似的“无主偶然发现物”，可以
在法律上作出“例外规定”，赋予发
现、挖掘者一定比例的所有权。

在中国这样一个
传统和现代交织影响，
情理与法理常难理清
的现实中，出现对重刑
主义舍弃与留恋的矛
盾争议，并不让人觉得
奇怪。在当下的时间点
上，刑法修正案（九）草
案审议引发的围绕死
刑的争议，早已超出司
法范畴，与生命、道义
和正义紧紧联系起来。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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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要停止对一些“僵尸企业”输
血。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源
是有限的，一定要放在那个回报
最高的地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认为，效率太低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症结性问题。只有
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
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太低的
问题。效率得到提高，劳动者的收
入和消费才能够有较快的增加。

“管与不管，管多管少”正成
为新的关注话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教授表示，“政府之手”只在市场
失灵或者是市场不能发挥应有作
用的时候，才能够用行政的方式
去介入。此外，对市场主体而言，
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对
政府而言，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
都不可为，这就是界定市场和政
府边界的主要原则。

葛一语中的

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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