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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依法讨薪形成良性循环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一
起案件的判决书。拖欠农民工29万多
元工资的彭某某，因犯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被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一
审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万
元。这起案件的判决，不仅有助于帮
农民工讨回工资，同时还以对“包工
头”刑罚处罚的形式，警示那些想要
非法占有农民工工资的人，切不可把
劳动者获得报偿的合法权益当儿戏，
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如果有越
来越多的人用起了法律这件武器，很

多以往看似无解的难题，或许也就找
到了解决之道。

事实上每到年末，总能看到与
农民工讨薪有关的事。很多时候，要
么是施工方拒不支付，要么是包工
头从中截留，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
工想要回辛苦钱，常常需要借助媒
体之力，或是以拉条幅、堵路等形式
给政府施压。即便最终事情得以解
决，但毕竟也只是个案，这些“成功
经验”若是推广开来，很容易助长

“大闹大解决”的恶性循环，影响到
正常的社会秩序。相比之下，通过法
律途径维权，是一条稳定的可复制
的路，在法律条文中，拖欠工资者所
应承担的责任写得清清楚楚，约束
力和警示作用是长期有效的。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过程，实
际上也是权利意识增强的过程，在

这样的互动中，农民工运用法律武
器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以往农民
工讨薪之所以成为顽疾，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就是欠薪证据难收集，施
工方或包工头招来工人就开始干
活，既不签合同也没有书面的薪酬
约定。而天桥区法院此次案件判决
的关键，就在于检方提供了施工协
议书、复工承诺书、结算单等能够证
明实际劳动关系的证据。都说经一
事长一智，有了这样的案例在前，相
信农民工们今后也会多留个心眼，
哪怕再遇到彭某某这种拿着农民工
工资去挥霍的用工者，维权之路也
会更为畅通。

其实，生活中很多看似难以解
决的顽疾，都能通过法律途径找到
破解之道，以农民工讨薪为例，说白
了就是有关劳动报酬的经济纠纷。

与此有关的法律并非不健全，但问
题就在于“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
之路是越走才能越通。与此类似，一
些以往总要靠“闹”、靠堵路才能解
决的问题，比如商品楼烂尾，比如信
贷平台跑路，又比如工厂非法排污
等，其实都是有法可依的。对于行
政、司法部门来说，现在就需要更多
的宣传引导，并通过积极作为给维
权群众提供更多的支持。

以往遇到农民工在政府门前“抱
团”讨薪的情况，总能听到批评他们

“不信法”、“不懂法”的声音。这种批
评确实也有几分道理，可转念一想，
如果法律武器既能用又好用，还有谁
愿意顶着寒风索要辛苦钱呢？如果依
法讨薪的道路上能少一些坎坷，相信
会有更多的农民工选择这条道路维
护权利。

生活中很多看似难以解决的顽疾，都能通过法律途径找到破解之道，以农民工讨薪为例，说白了就是有关劳动

报酬的经济纠纷。与此有关的法律并非不健全，但问题就在于“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之路是越走才能越通。

□杨涛

河南郑州一大学生闫某，放
暑假和朋友王某掏鸟窝抓了16只
鸟出售，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猎捕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
10年半和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
款。记者获悉，河南省高院已经介
入此案，对其判决正在进行专题
研究。（12月3日中新网）

此案一经媒体披露就引发热
议，有网友质疑称“人不如鸟”，指
责当地司法系统小题大做。新浪
网发起的调查显示，截至12月3日
13点，有超过77%的网友认为量刑
过重。那么，舆论的指责到底有无
道理呢？

这事还得回到法律上来。抓
一般的鸟当然犯不着判这么重的
刑，但警方调查称，闫某抓的16只
鸟都是燕隼，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当然，如果闫某在抓鸟时以
为是普通的鸟，那也是情有可原。
但是，办案检察官指出，被告人闫
某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
员，曾网上非法收购1只凤头鹰转
手出售，还特意标注为“阿穆尔
隼”。因此，闫某应该知道他抓的
是燕隼，这说明他主观上是有故
意的。即便他不知道燕隼属于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法律认识错误
也不能成为逃脱罪责的理由，国
家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出台
后，就推定每个人应该学习和知
道这些规定。

那么，根据最高法院的相关

司法解释，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所有类），6

只到9只就是情节严重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10只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
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闫某和王某一
共抓捕和出售了16只燕隼，属于
情节特别严重。因此，对他们判处
10年半和10年有期徒刑，根本谈
不上过重。

当然，有人说，有些大贪官贪
污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也就判处
十几年有期徒刑，闫某、王某抓了
16只鸟就判刑这么重，明显不公
平。这种观点恰恰反映出动物保
护意识的淡薄。而且应该说明的
是，两者涉及的罪名不同，不能简
单地类比，即便量刑上有所不公，
也是立法造成的，应当呼吁修改
法律而不是指责司法不公。

不过，考虑到这二人是在校
大学生，他们没有到特定的自然
保护区抓燕隼，而是在自家屋前
院后，他们抓的也是幼鸟而不是
成年鸟。基于以上情节，河南省高
院如果再审此案，可以依据刑法
中“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
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
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
罚”，报最高法院批准给此两人减
轻处罚，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回头再看，此案给人们最深
刻的教训是，法律不会原谅你的

“无知”。

抓鸟判10年，提醒“不知并非不罪”

本周，今年最强雾霾
笼罩了华北51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整
个法国。北京成为中心，
重 污 染 持 续 5 天 ，局 部
PM2 . 5浓度近1000微克/
立方米。调侃，似乎成了
舆论场唯一的反应，当愤
怒、鼓呼、反思纷纷无效
时，调侃，能带来雾霾治
理的转机吗？

葛公民论坛

尽早清理“一孩”时代的土政策

日前几则关键词都跟“计
生”有关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
12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
案）》，并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在公安部召开会
议研究“黑户”问题后，全国多地
放开超生落户；在陕西商洛，陈
先生给头胎上户口，却被社区要
求交1000元计生违约金，社区干
部称，上环后方可退还违约金。

这三根“计生”树干上长出
的新闻枝杈，合在一块令人五味
杂陈：对公众而言，“全面二孩”
加速启动步伐、多地给超生儿落
户松绑，无疑熨帖人心；可类似
于“计生违约金”的土政策难消，
又让人倍感堵心。

拿“超生黑户”来说，该问题
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小孩落户与
计生挂钩，这本就是地方土政
策，没有法律依据。而像“计生违

约金”这样的计生执法乱象，更
应尽快弃若敝履。以往一些地方
对生头胎的父母收所谓的“计生
违约金”，是为了避免育龄妇女
超生二孩。但在公民没有违法生
育事实的情况下，预先收取“违
约金”本就是违法行政。更何况，
如今“全面二孩”都快要落地了，
再实行头胎育龄妇女上环及收

“违约金”等硬政策，尤显荒诞。
它早应该在依法行政的词典里
沦为“过去式”。

说到底，随着“全面二孩”向
正式落地的节点渐进，“一孩”时
代已进入倒计时，那些与之对应
的“土政策”已没理由僵而不死。
相关的清理动作不容迟滞，理应
成为与时俱进行政原则下的治
理自觉。（摘自光明网）

评论员观察

葛媒体视点

葛舆论场

调侃雾霾

□崔滨

“空气像极了浑浊的污水，人们
像快窒息的鱼一样艰难呼吸，也像
鱼一样没有悲喜的表情。很多人说，
这是麻木了。”这是时评作者敬一山
在凤凰网评论频道《重霾之下，我
们惟有麻木？》中满怀怨念的质问：

“这样的天，让再平和的人内心都
有骂人的冲动。但怒火该喷向谁？
有人指责北京重霾四天却不发布
红色预警，但坦白说，霾重如此，橙
色预警还是红色预警，单双号行驶
或者停课，看起来真的犹如雕虫小
技，改变不了‘我为鱼肉’的局面。
不在根本的治理上发力，后续的应
急方案、自我保护，都不过是聊以
自慰，收效极微。”

的确，又一次毫无抵抗地沦陷
于重霾，再次无情
暴露出国人在环境
面前的弱势，唯一
能做的，就是以调
侃自娱。媒体人王
言虎在《新京报》撰
文，通过引用网上
调侃雾霾的段子，
来强调《朋友圈晒
雾霾照片，真不是
黑北京》：“真正的
勇士，不仅敢于直
面灰白的天空，更
要有将其上传朋友
圈‘晒惨’的勇气。”
戏谑之下，王言虎
依然读到了大家的
心声：“在朋友圈

‘晒’雾霾，切中了
这个时代的隐秘心
理：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财务自由
并不是唯一的人生
目标，清新的空气，
健康的体魄，轻松
愉快的心情，同样
重要。”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朋友圈
“晒霾”的调侃之下，其实暗藏了公
众期盼通过“围观中国”的方式，唤
起权力部门对环境治理的紧迫感。
在《广州日报》2日刊发的评论《面对
雾霾，预警比编段子更重要》中，作
者张涨便注意到了这场雾霾期间，
公众大肆调侃的迹象：“面对雾霾，
幽默和乐观当然必不可少，但有时
调侃的幽默和盲目的乐观也会瓦解
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能力。雾霾来了，
几个段子火了，人们笑了、转了、赞
了，然后雾霾退了，社会对于预警系
统、应急措施的关注和质疑也随之
烟消云散，那么除了受雾霾所害的
城市一个一个增加外，什么都不会
改变。‘围观改变中国’，没错，但绝
不会以段子的方式。”

张涨对雾霾段子化的担忧并
非杞人忧天，治理雾霾应当是件严
肃郑重的全社会事件。就在1日，人
民网在报道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进程时，专门注意了曾放言

“治不好霾，提头来见”的北京市市
长王安顺，记录下他在谈到京津冀
生态环境、大气污染治理问题时对
自己这句著名言论的解释，“这既
是一句玩笑话，也是表达治理大气

污染的信心和决心。”
玩笑归玩笑，行动才是重中之

重。《环球时报》郑重地以社评姿
态，发出了《要发展也要蓝天，政府
民间都“急死了”》的声音，“公众的
强烈感受是雾霾越治越重，任何对
治理污染成就的提及都显得滑稽，
让人反感。从政府到民间都快‘急
死了’，但这个矛盾就是难彻底解
开。如何治理好雾霾，政府快要被

‘逼疯了’。”
即便被“急死”、“逼疯”，《环球

时报》依然规劝政府，“当严重雾霾
天再次降临时，政府该做的有些做
了，有些没做到，那么此时它应当做
的一件事就是给互联网舆论当出气
筒。政府方面切不可因为做了工作

‘没被认可’感到委屈，而应通过雾
霾天里的民怨，进一步感受大气治

理的紧迫，摸索
中国社会发展和
保护生态的准确
平衡点。”

从这个意义
上说，网友针对
雾霾的大吐槽，
的确对政府的下
一步行动构成了
压力和动力，在
某种程度上具有
积极意义。因为，
就在本周，万里
之 外 的 法 国 巴
黎，一场决定全
人 类 头 顶 天 空
的 全 球 气 候 大
会正在召开，不
论 是 减 少 碳 排
放 还 是 减 缓 全
球变暖，其中的
一项附加成果，
就是减少雾霾。

对此，《环球
时报》再次以社
论 的 高 度 呼 吁

《期待巴黎气变大会获历史性突
破》，“中国社会如今对减少碳排放
比外界批评我们‘排放高’的人还要
着急。因为雾霾的成因与高碳排放
有着很大重合。中国把2030年设为
碳排放的峰值时间，使得全球限制
碳排放获得一项关键支持，也使得
这一原本泛泛目标面临形成具体时
间表和路线图的历史性机会。”

以全球性的气候控制，推动中
国雾霾治理，《环球时报》为中国设
计的治霾路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这一思路也得到了中国经济网
的支持，在其2日的评论《雾霾散去

反思不能散去》中，就提到“减排”
不但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经济“调
结构”的重要抓手，还能倒逼中国

“用法律和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最后，引用《经济观察报》评论
员文钊在《民众有权呼吸清洁空气》
中的感念：“诚实地说，今后的相当
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还无法摆脱
雾霾梦魇，还不得不继续为自由的
呼吸而奋斗。我们当然还可以说一
些共同努力的话，但无论是采取更
坚决和积极的应对，还是让环保法
律本身具有更强力的刚性约束，这
都是必须要接受的使命和考验。”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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