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疑与回应不是“找茬”与“打脸”

日前，南京宝马肇事案有了新
的进展，司法鉴定意见认为肇事者

“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该结果一
经公布就受到舆论的关注，质疑之
声尤为强烈。9月7日，江苏省司法厅
和南京市交管局针对舆论普遍关
注的九个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与以往相比，这次的回应不仅
及时，而且有专业人员参与，确实
化解了一些人对司法公正的焦虑。
也有人据此指责之前一些怀疑论
者过度敏感，给司法部门凭空增加
了许多舆论压力。其实，质疑是探

寻真相的利器，没有质疑就谈不上
舆论监督，质疑者也不应该被扣上

“没事找事”的帽子。
公众之所以对司法鉴定意见

持怀疑态度，是因为该意见做出的
结论超越了公众基于常识的判断。
在此之前很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更不清楚
该疾病的临床特征。很多人担心这
种司法鉴定意见今后会成为一种
减罪“神器”。公众有这样的担忧是
正常的，虽然在专业人士看来，这
个疾病时有所见，“并不算是一种
罕见的疾病”，但是司法鉴定意见
既然是公开的，就应该让公众信
服，而不能止步于专业人士认可。

此外，公众之所以质疑这个司法
鉴定意见，除了结论有些出乎意料之
外，与整个鉴定过程没有及时公开也

有很大关系。“我们对被鉴定人进行
精神检查发现，他神志清楚，交流欠
佳，半闭双眼，爱答不理，数问不答，
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其间点头表示
想见家人。”司法鉴定人员介绍说，综
合各方面的情况最终做出了鉴定意
见。这样的解释很难彻底打消公众的
疑虑，毕竟这一纸文书会影响到量
刑，如果仅凭以上症状就做出结论，
将来会不会有人效仿该案肇事者以

“半闭双眼，爱答不理”来逃避责任？
尽管专业人士解释，“一般来说，当事
人是很难伪装的”，但事关生死的司
法鉴定过程还是应向社会公开，让更
多的人参与监督，杜绝“不一般”的情
况出现。公众担心鉴定有暗箱操作，
也不是无缘由的臆测。该案发生之
后，警方先是说“车速确实要比身边
车辆快一些，但并没有出现狂奔的现

象”，后来的鉴定结论却是肇事车时
速达195 . 2公里。有这样的误判在先，
公众针对此案的诸多质疑都应该得
到理解，也唯有拿出权威专业的结
论，才能说服公众。

南京宝马肇事案一波三折，质
疑与回应循环推进，相关部门或许
会觉得不胜其烦。其实在信息时
代，舆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质疑将
成为常态，并促使政府机构改变工
作方式，以及时的公开和回应化解
压力。公众质疑，政府回应，双方做
到以理服人就能形成一种良性互
动。彼此之间的博弈不应该被理
解成”找茬“和“打脸”，恰恰相反，
这样的质疑与回应还应得到鼓
励，最终促使该案真相浮现在公
众视野之中，成为经得起质疑和
考验的铁案。

在信息时代，舆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质疑将成为常态，并促使政府机构改变工作方式，以及时的公开

和回应化解压力。这样的质疑与回应还应得到鼓励，最终促使案件成为经得起质疑和考验的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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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良好的监督氛围，即使
法律粗糙一点都是可以的。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
理学院副院长陈天祥教授指出，与
选拔考核等相比，公务员去职规范
还存在执法不严、处罚过轻等漏
洞。由于当前政府工作“心思不在
于此”，这就更需要社会监督的力
量倒逼改革，推动政府的进步。

没有一套让能人不敢做坏事
的机制，那能人的能耐越大，干的
坏事危害就越大。

在财经专栏作家钮文新看来，
眼下有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见利忘
义的经营以及赚快钱、赚大钱的金

融套利被英雄化。因此，中国的资
本市场需要一道更加缜密的金融
防线，使金融人才不至于胆大妄
为，使金融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
服务。

“一把手”的存在不能仅体现
在用权，也应体现在担责上。

因任内连续三名厅级官员落
马，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被免去
领导职务。媒体人佘宗明对此评论
称，因廉政主体责任缺失对“一把
手”摘帽，是权力与责任对等的体
现，而在压力层层传导的制度框架
下，廉政建设也会有更多内生动
力。

先保正常放假，再谈“最强拼假”

□诸葛昊

7日傍晚，上海公布了城管基
层执法人员专项招考公告、职位
简章、考试大纲等，报考者需具
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而且
要参加《申论（城管方向）》和《行
政职业能力测试》的笔试，以及10

米× 4往返跑和1000米跑（800米
跑）两项体能测评。（9月8日《中
国青年报》）

“会写申论能跑千米”的城管，
一时间引发热议，有以“抓小贩更给
力”做出讽刺的，也有对“高素质执
法队伍”点赞的，那么，对上述招考
要求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首先来说说《申论》。上海城
管属于公务员编制，招考需要通
过相关的考试，必须符合公务员
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而公务员招考中，《申论》和

《行测》是必考科目，也就是说，通
过这两门考试，是进入城管队伍
的必然要求。城管的日常工作未
必真的需要伏案写作，但参加招
考的规则是不能突破的。

再谈谈“能跑千米”。城管与
文员不同，不是整天坐在办公室
中工作，他们的工作当中必然会
遇到各种突发情况，让一个不具

备相应体能的人参加城管队伍，
又怎么能妥善处理呢？而且，公务
员招考规则明确规定，招考单位
可根据自身要求增加符合实际的
招考要求。因此，“能跑百米”也
好，参照公安体能打分也好，应该
算作合情、合理、合规的，无需过
度解读。

由此可见，无论是会写申论
还是能跑千米，要求都是合乎公
务员法等法律规定的。至于招到
的城管人员是否真的素质高，还
得放到执法实践中去评判，毕竟，
高门槛未必就一定能带来好的执
法效果。而那些根本没有什么依
据的批评讥讽，无非是对以往一
些地方城管的不文明执法行为，
做出情绪宣泄。而这种习惯性的
质疑或是单纯的起哄凑热闹，起
不到社会监督应有的作用。

当然，对于各地城管部门来
说，一则普普通通的招考公告就
能引来如此“反响”，足以证明重
树城管的正面形象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还需要在严格执法、文明执
法等方面多下功夫。一个职业被
污名化，原因通常是复杂的，但如
果不能发现并改正自身的问题，
而仅仅是对污名报以怨愤，污名
将永无去除之日。

评判“城管标准”，先看是否合法

葛读者来信

政府“领舞”意在引导公共社交

葛媒体视点

自从中秋和国庆放假安排公
布后，很多人开始想着各种法子将

“两节”假期拼到一起，这才有了
“请6休16”最强拼假。拼不出如此
华丽假期的加班族，算算“9天挣足
1个月工资”的加班费，似乎满腔的
失落也平复了许多。

不过在我看来，不管是最强拼
假还是足额的加班费，距离现实尚
有距离。不妨去问问那些在私营企
业工作的人，对他们当中大部分人
来说，别谈拼假，能和别人一样正
常放假就谢天谢地了。一年到头，
人家过的是双休日，他们过的是单
休日，人家享受小长假，他们却只
能接受缩水的假期。

犹记得前不久一个在事业单
位上班的同学周六来找我，当听说
我是请假陪他后，那惊诧的眼神就
好像听闻了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他知道不少中小企业的员工
休息日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不知
道反应还会有多激烈。

不是想给节日添堵，现实确实
如此，每到万众欢腾的小长假到，
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只能扮演旁
观者的角色。别人想着放假去哪

玩，怎么将假期拼长一点，他们想
的却是能不能按时放假；别人放
假加班拿到手的是两倍、三倍的
加班费，他们考虑的却是正常的

“上班费”能不能足额发放。
有人要问了，不是有劳动法

吗，既然有法可依，为何眼睁睁看
着自己的权益受损？话虽如此，若
是让职场人在要加班费还是要饭
碗，要休假还是要养家做选择的
话，多数人只能从现实考虑，做出
最务实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不
会跟用人单位闹翻。况且，就是另
换东家，最强拼假与足额的加班
费也未必能照进现实。

中秋过了是国庆，佳节将临，
希望各方的关注点别总放在“如
何拼出16天的长假”，“9天时间挣1

月工资”这些问题上，要多听听那
些假期被“腰斩”，加班费被克扣的
劳动者的呼声。哪一天他们也能舒
心地享受假期，没有怨言地加班，
那才是普天同庆的时候。（青岛读
者 于静）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一语中的

葛公民论坛

日前，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通知
称，将合力引导广场舞健康开展。通知要求各地将广场舞活动纳入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建立由政府牵头、社区及相关社会组织等广泛参与
的管理机制。

“扶正”广场舞，针对的是老龄化

广场舞因噪音扰民等原因，很
容易诱发跳舞者与非跳舞者、年轻
人与老年人的对抗，甚至一度形成
对老年群体的污名化。然而，与其说
这种较为普遍的争议，是群体间的
利益冲突和文化观念上的隔阂，不
如说是公共资源投放的不均而导致
的特定群体间社会关系的紧张。这
种冲突背后是日益壮大的老年群
体，以及社会活动空间和资源的供
给滞后带来的矛盾。

有统计表明，2014年是我国人
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 60岁及
以上老年人比例首次突破1 5%大
关。必须正视的是，当老年群体占据
了社会人口的相当比重，不仅意味
将出现养老金的问题，而且也意味

着，包括原有的公共资源投放的偏
好、公共空间构建的标准等，都要在
老龄化社会下被重新审视。

老龄社会的来临，绝不只是代
表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其背后更是
社会力量构成、群体文化和需求的
变迁。与此对应，社会资源的分配、
社会政策的调整甚至是社会观念的
转变等，都要进行相应的适配，方能
减少老龄社会到来所产生的社会摩
擦。而广场舞所衍生的问题，只是一
个缩影。全社会如何正视并接纳这
个群体的壮大，解决广场舞问题仍
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应对老龄社
会，注定还需要很多的系统性调整
与扎实改变。（摘自《新华每日电
讯》，作者朱昌俊）

政府“领舞”，并非管得太宽，而
是因为邻接私生活的广场也应有边
界，需要作出恰当的界定。从古希腊
时代开始，广场就是公共生活的代
名词，广场的秩序也是社会秩序的
风向标。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与私
人生活的嵌接更加紧密。公共生活
越界，私人生活不胜其扰；私人生活

“舒广袖”，则又挤压了公共生活的
空间。当广场舞的发展从小众到大
潮，治理者出手引导非常必要。

与以往的分头治理不同，此次
四部门联合发文引导、规范广场舞，
可以看作是培育新的公共生活、完
善基层治理的重要探索。《通知》既
着力解决“扰民”和“占地”问题，也
强调要“将广场舞活动纳入基层社

会治理体系”“纳入当地政府重要议
事日程”。如此一来，跳好广场舞就
有了治理意义——— 在城乡巨变、社
会转型的当下，如何培育和引导新
的公共社交？如何激活现代中国的
公共生活？

实现治理现代化，需要有为政
府。郑樵在《通志》中写道：“礼乐相
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
举。”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打
扫干净广场再跳舞”，归根到底是为
了“礼乐并举”。引导、规范广场舞是

“礼”，让广场上众乐乐是“乐”。当作
为社会规范的礼与作为精神根基的
乐齐奏和鸣，公共生活才能欢乐和
谐，现代治理才有基层沃土。（摘自

《人民日报》，作者何鼎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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