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人官员调走了，官方调查别失踪

近日，有媒体记者从广东省湛
江市相关部门获悉，今年8月因砸打
湛江副市长梁志鹏而被停职的湛
江市政法委副书记、湛江市维稳办
主任庞康稳，日前已易地为官，到
湛江经济开发区任党委委员。至于4

个月前的打人事件调查结果如何，
庞康稳的调岗与此是否有关系，并
没有权威信息的发布。

打人的庞康稳从正处级岗位
调到了另一个正处级岗位，至少
从表面上看，像极了小学同桌打
架，班主任给其中一人调了座位。

可对于公职人员来说，如此默默
地“调座位”，多少有些儿戏了。一
位党政领导干部，在工作会议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大打出手，就
算不触犯刑法，行政处分也是少
不了的。现在打人者“不明不白”
地调了岗，难免引人质疑，当地官
方的爱才惜才之心也太盛了，连
法纪都可以抛之脑后。

回想4个月前的那则新闻，着实
吸引眼球，当着全市18个部门工作
人员的面，市政法委副书记就把副
市长打了，前来劝架的纪委某科室
主任也一同遭到“毒手”。经媒体报
道后，该事件引爆了舆论，湛江官方
很快宣布暂停庞康稳的党政职务，
待查明事实再作处理。可直到现在，
打人者都“履新”了，当初承诺的查
明事实却没了结果——— 到底是正常

的人事调动，还是与打人事件有关，
岗位平调的原因何在，全都回避掉
了。若不是媒体记者敏锐地“捕捉”
到了人事变动，恐怕此事的影响也
就随之平息了。

按理说，身为党政领导干部，
自然要受到法纪的双重约束，在工
作会议上该如何表达意见，都是有
规范的。无论党的纪律处罚条例还
是公务员法，哪怕每一个普通公民
都必须遵守的治安处罚法，对公共
场所的打人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更
何况，那是一场涉及多个部门的公
开会议，擅自闯入并大打出手，制
造的社会影响更为恶劣。这事若是
放在普通人身上，或许早就因涉嫌
寻衅滋事罪被刑拘了。

如此看来，静悄悄地调岗，还
保持原来的级别，更像是一种保

护。这也难怪，历来地方上发生类
似的事，大多都是低调处理了。曾
有媒体梳理2009年以来曝光的20多
起官员“武斗”事件，除3起追究刑
责、6起不了了之外，绝大多数止于
纪律处分。比较典型的是陕西宁强
县官员会所内互殴，伤者面部缝了
76针，打人者也只是降了级。这种
“和气为重”的做法，把官员之间的
打架当成了“家事”，“私下”处理也
就不足为奇了。

动辄大打出手的领导干部，本
就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避重就
轻或是“暗度陈仓”的处理，更抹黑
党政机关的形象。或许这也可以解
释，一名地方政法系统的干部，为
何如此无视法纪，竟然有勇气在会
场上对同事大打出手。这种戾气，
怕也是“惯”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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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陈年旧案近日有了新消
息：海南陈满案再审，检方要求改
判无罪。1992年，海口市发生一起
命案，四川人钟某身亡，遗体严重
烧损。当地警方认定钟某的老乡
陈满是凶手。在经历一审二审后，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
陈满犯故意杀人罪及放火罪，被
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因为重审尚未宣判，现在还
不能说陈满一案是“冤案”，但最
高检的抗诉以及抗诉带来的重
审，本身就是信号。重审中透露出
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刑
讯逼供”信息，也足够丰富，能助
公众形成对这起案件是非的基本
判断。

陈满案肇始于1992年，横跨
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严打”
时期。检方抗诉时提到的种种证
据不足问题，正是在“从重从严从

快”的“严打”下出现的。如果将这
一段的司法历史横切出来观察，
就会发现在同一个时间轴上，聚
集着若干经典的冤案样本：湖北

“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内
蒙古“呼格案”……“严打”如何以
实质正义之名摧毁了程序正义，
都可以在这些案子中找到活生生
的历史细节。

今天再使用严打一词，有了
不一样的语境，但“严打”的后遗
症，却仍然留存在今天的司法运
行中。它强化了以公安系统为主
导的公检法关系，极大弱化了三
家权力互相制约的功能；它强调
了政治意图对司法的指挥，背离
了刑侦自身的规律和司法的独
立；它吸取了政治运动中“广场政
治”的精神内核，漠视了法律本身
的谦抑性。“严打”背景下的冤案，
正是以超法治的手段寻求法治成
果的悲剧，是今天再提“法治”二
字时，必须学到的第一课。（摘自
光明网，作者为光明网评论员）

□王石川

近日，北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冠军
何雯娜成了“网红”。她在网上晒出了
一张短信截图，显示“代发工资收入
2464 . 70元”。一石激起千层浪，质疑声
四起，或许是感受到压力，何雯娜将
其删除了。（12月30日人民网）

2000多元如果属实，的确不高。
有人翻“旧账”称，奖金、商业代言才
是奥运冠军收入大头，话虽有道理，
可别忘了，有多少运动员能夺取奥
运冠军呢？应该看到，运动员基本工
资大都不高，特别是退役后更容易
陷入困境。他们晒工资，乃至哭穷，
不应该被嘲笑指责。

与何雯娜等运动员晒工资相

比，一些官员、国企老总的哭穷才让
人难以理解。比如日前落马的原中
国联通老总常小兵，也曾透露过自
己的工资——— 每月8000元人民币。
然而中国联通的2014年财报“出卖”
了他，财报显示，常小兵的薪酬最低
为107 . 5万元人民币。所谓的“月薪
八千”只是基本工资，并未包括绩效
工资以及中长期激励。

从何雯娜晒工资，到国企老总
晒月薪，再到官员哭穷……哭穷为
何成为各阶层的一种状态，这值得
思考。相对于运动员晒工资，官员和
国企老总还是少一些哭穷，多想一
想责任。毕竟，你们的身份不是普通
的劳动者，供职的平台也决定了不
能只盯着钱。

方舟子是否诈骗，得有权威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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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太多，归根结底还是缘
于其综合资源太过丰富。

对于学者王鑫海提出的“北民
南移”治霾方案，专栏作家朱达志
并没有一棒子打死。在他看来，各
种城市病的根源就是人口过度集
中，只不过这种集中是利益驱使
的。靠疏散人口来治理城市病，这
个思路本身并没有问题。

治理有方的发达国家，其政府
收入绝大部分来自税收，政府很难

在税收之外再向人们征收财产。
财政部近期调研发现，在经济

下行压力下，地方财政中非税收入
逆势增长。财税史学者梁发芾对此
表示，这说明行政部门征收社会财
富是没有受到严格约束的。这种不
规范的征收权力再显神威，从根本
上来说必然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
不可持续，没有未来。

□舒圣祥

央视知名记者王志安微博实名
曝光方是民（网名方舟子）伙同律师
涉嫌“诈骗”网友钱财，刚刚与方舟子
打完官司的崔永元也转发微博力挺。
方舟子2010年遭遇袭击事件后，其律
师彭剑成立了“安保资金”，吸纳网友
捐款，意图保护方舟子。王志安详细
举证称，彭剑从中挪用买车买房。（12

月30日新华网）
前些年，罗永浩与方舟子“大战”

之时，曾要求公开资金收支，得到的
回复是“没捐钱的人没权利要求公
开”；没想到罗提前匿名捐款1000元，
于是回复变成了“捐钱的人只能问捐
的那部分钱的去向”。很快，罗永浩就

收到了退款，“失去”了质疑资格，账
目却依旧没公开。所以说，方舟子涉
嫌诈骗是多年前的旧闻，只不过王志
安又找到了新证据而已。

方舟子之前的“打假资金”与现在
的“安保资金”，虽然像基金一样对外
募集，但一直都是以个人名义而非社
团名义从事活动。方舟子之所以有底
气这么多年一直拒绝公开账目，大概
也是吃定了这个漏洞。不过，这并不意
味着这些钱就像网友打赏或者无偿赠
送，怎么花都是方舟子自己的事。

毕竟，资金募集时都是有明确承
诺的，资金用途与当初承诺不符，那
就是诈骗行为。既然涉嫌诈骗，又有
人公开举报，失语多年的职能部门，
就不应该继续淡定下去了。

同为哭穷，何雯娜和常小兵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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