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受关注的胶州一中学
生常升高考志愿被同学郭某
篡改一事有了新进展，胶州警
方日前已经以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向当地检察院提请
逮捕郭某。此前经多方努力，
常升如愿收到了陕师大的录
取通知书，并且表达了对郭某
的谅解，于是就有观点称，不
妨对年纪轻轻的郭某网开一
面，换来“皆大欢喜”的结局。

这样的结局的确“看上去
很美”，说不定两人还能捐弃
前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
样。然而，事实就是事实，篡改
志愿的行为既然发生了，就不
是一声谅解所能抹掉的。在为
常升打抱不平的过程中，舆论
的鼓与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回到对郭某的处理上，柔性
的情感显然要服从于刚性的
法律。至于是刑事判决还是行

政处罚，常升提供的谅解书又
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一切都应
回到法律框架内加以判断。

对于此事，无论舆论的声
音朝着哪个方向，无论所谓的

“人之常情”给了怎样的出路，
法律的刚性是不能妥协的。或
许会有人说，既然常升如愿
地上了大学，再让郭某因自
己的“一时糊涂”留下人生的
污点，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其
实常升给郭某写谅解书，表
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俗话
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得饶
人处且饶人”，这也正是一些
人考虑问题的逻辑，说好听了
是有人情味，说不好听了就是
感情用事。

提出对郭某网开一面的
人，出发点是善意的，可一旦
忽略了法律的刚性，结局未必
就如想象中那么完美。要知

道，除了事后惩戒之外，法律
还有事前警示的作用，让法律
的执行不因外界干扰而受到
扭曲，法律的约束力才是有效
的，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才
是有保障的。对违法行为的处
理上绕过法律，甚至让情感或
舆论的好恶凌驾于法律之上，
实际上就等于给违法行为开
了“后门”。比如，对郭某法外
开恩，就等于变相鼓励考生篡
改他人志愿，反正事情“办好
了”收益巨大，败露了也能争
取谅解，何乐而不为呢？

正是考虑到法律的刚性，
对郭某的处理理应严格依照法
律规定，决不能做出法外的让
步。平心而论，陕师大此次补发
通知书，实属特事特办，对常升
而言，这件事原本有两个可能的
结局，要知道，在以往的类似案
例里，一些受害者是很久之后才

知道自己的志愿遭到了篡改，造
成了一生的遗憾。现在常升如愿
以偿，舆论的义愤被平息了，就
有人主张对郭某法外开恩，若是
常升最终落得无学可上，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的量刑又不足
以平息怒火的话，是不是还要给
郭某“罪加一等”呢？

“罪加一等”与法外开恩，
不过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
是将感情凌驾于法律之上，对
于某些人的某些行为，舆论可
以有自己的情感判断，但最终
落到对行为的定性与处理上，
还是应当对法律保持应有的
敬畏，对法律执行保持充分的
尊重。即便因为常升的谅解，
对郭某从轻或减轻处罚，也应
看到其中必然有明确的法律
依据，这不能证明舆论的情感
倾向发挥了作用，而是法律本
身就有融情于法的一面。

对篡改志愿行为必须依法处理

“风暴式”治污催生“水泥灌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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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因强关饭店而成
为舆论热点的河南省商丘市又
因一记奇葩治污招数引起了人
们的关注——— 为了抑制扬尘，
竟用水泥浇灌行道树的根部。

所幸的是，从既有公开报
道上看，水泥灌树现象似乎仅
出现于商丘的梁园区，并且在
公众的围观之下，该区已经“连
夜奋战”为被灌树木实施了“揭
盖松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看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也看
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
雷厉风行。当然，面对这样一出

“速战速决”的治污闹剧，我们
能够看到的显然要更多一些。

表面上，我们首先看到的
是某些治污者的无知。在“海绵
城市”已成城建共识的今天，以
抑制市区扬尘为名对行道树根
部本已极其有限的渗水蓄水空
间全然封闭。稍有环保常识的
人们都会明白，此举对树木及
城市绿化的伤害显而易见，而
对抑制城区扬尘的作用则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

水泥灌树有违环保常识，
相关决策者恐怕心知肚明。既
然如此，为何还要无视常识出

此下策呢？不妨结合水泥灌树
之举的大背景做一些分析。

4月28日，包括商丘在内的
河南省5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被环保部约谈，主要原因为一
季度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不降
反升和面源污染普遍存在。7月
4日，河南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动员会，要求痛下决心、
铁腕治污；此后不久，商丘市又
被《中国环境报》点名批评大气
污染防治不力，环保压力传导
不到位，问责机制普遍缺位。由
此，商丘市掀起了一场大气污
染治理风暴，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全员出动，参与督察治污工
作。据《商丘日报》报道，商丘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坚持每天
听取一次情况汇报，两天作一
次实地暗访调研。在这场治污
风暴中，二百多名干部因工作
不力受到严厉处分，其中就包
括梁园区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
韩乐军被免职。

毫无疑问，治污重任当前，
每一级决策者都面对前所未有
的巨大压力。于是，重压之下，
某些决策者的动作开始扭曲变
形，为了确保“不出问题”，宁愿

置人人皆知的环保常识于不
顾——— 水泥灌树这样的奇葩招
数“应运而生”。考虑到梁园区
有关领导曾因工作不力而被免
职的现实，该区成为水泥灌树
这样极端举措始作俑者就更显
得“情有可原”了。

在这一背景下，战战兢兢
的水泥灌树决策者们看似颟
顸，实则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担
忧的“精明”——— 水泥灌树，大
不了死几棵行道树，挨几句市
民的骂，如果扬尘抑制工作不
得力，丢的可能就是自家的官
帽饭碗。

这种有违常识、有违执政
为民初心的精明固然可悲可
耻，但由此隐约呈现出来的行
政决策机制上的某些隐患才更
加值得警惕。如果相关决策者
由于某种原因更看重来自上面
的压力，水泥灌树这样奇葩的
决策就可能出现；如果这种压
力又来得过急过猛，那么，水泥
灌树这样奇葩的决策就可能以
更奇葩更密集的方式出现。

这是对相关决策者的警
示，更是对各级决策者专业素
养与职业品格的呼唤。

建设保障房，保障的是人不是房

除了事后惩戒之外，法律
还有事前警示的作用，让法律
的执行不因外界干扰而受到
扭曲，法律的约束力才是有效
的，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才
是有保障的。对违法行为的处
理上绕过法律，甚至让情感或
舆论的好恶凌驾于法律之上，
实际上就等于给违法行为开
了“后门”。

葛公民论坛

不“依赖”手机
还能玩点儿啥

葛媒体视点

葛试说新语

有门户网站近日援引外媒
报道称，中国人的“手机依赖
症”远比其他国家严重，吃饭时
单手玩手机，开会时藏在桌下
玩手机，甚至过人行横道和开
车时也不放下手机。此情此景，
不免令人十分担忧。

关于中国人对手机的热
爱，我听一位法国朋友讲过这
么一个奇葩理由：中国城市地
铁里的广告太多了，车厢里的
声音也太大——— 包括过于频繁
的广播和音量过高的喧哗声；
人们为了分散注意力，只好埋
头看手机。他这个奇葩观察应
该说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最主
要的缘故，还是中国人的业余
生活比较贫乏，包括运动健身、
旅行观光、艺术体验、读书学
习……这些“线下”活动的普及
程度，跟许多国家和地区比，差
距还很大。

网上搜索全民健身方面的
信息，会跳出许多密密麻麻的
太极拳、广场舞，甚至诗歌朗诵、
杂技表演之类宏大场面的图片。
但是，真正的全民健身肯定不是
这个样子。运动场馆建设，学校
体育教育理念与方法，竞技体育
与大众健身之间的关系，等等，
有太多事情需要快马加鞭，有太
多问题需要尽快改善。

再就是我们的旅游观光成
本太高，到处都要门票，交通也
是个麻烦事，一出门就得不断
掏腰包，吃个饭尝个鲜也时刻
得担心被宰。至于参加各种艺
术体验、学习阅读活动，更是谈
何容易。城市中的公共艺术场
馆，实在太少；农村更是几乎为
零。无论是直接参与艺术活动
还是观摩体验，都是一件奢侈
的事情。没办法，只好玩手机，
或美其名曰用手机学习。

看来，中国人会普遍患上
手机依赖症，说起来并不奇怪；
而要治愈这一社会病，现成的
办法其实是有的，就是用上面
提到的那些文化、艺术、读书、
体育等活动，去分散国人对手
机的过度依赖和注意力。这样
一种“分散疗法”，需要政府和
全社会携手努力去完成。（摘自

《中国青年报》，作者朱达志）

□黄春景

日前，审计署公布了2015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
结果，揭露了保障性住房建设
的三大问题：十几万套建成的
保障性住房“空置”，数以百亿
元建设资金被闲置，数以万计
的人员骗取保障房资格。至
2015年底，有19万套保障住房
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
原因，不能及时交付使用。（8
月9日《北京晨报》）

实际上，保障性住房大量
空置早已见惯不怪，从此前全
国一些省份的审计结果来看，

“有房无人”的问题早已非常

普遍。在2015年底的审计通报
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贵阳
市，该市不仅空置的套数高达
30855套，占了所有被通报省份
的一多半，而且这些保障房建
成以来就没有分配过。为何保
障房大量空置，无非是两个原
因，一是房子不符合人们的需
求，而是有需求的人没有房屋
分配资格。

对此，完全可以采取相应
举措加以解决。比如，加大现
金补贴力度，让低收入者有更
多的选择。这种方式则可以最
大限度利用现有住宅，防止出
现大规模的住房废弃，浪费社
会资源。须知，保障房建设重
在“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房
为本”。“以人为本”不以开工
量、完工量来进行考核，而是

以解决了多少户困难家庭的
保障性住房作标准。

保障房闲置十几万套，显
然不是小事一桩，有必要深究
原因、研究对策。一要根治“数
字出官”。个别人为了“政绩”，
不惜大造特造“大项目”，结果

“计划”没有实现，本人却步步
高升。二要谨防一哄而上、顾
头不顾尾。不少保障房建设项
目研究论证不充分，建成后不
能满足需要；有的项目顾头不
顾尾，先铺摊子，不顾后续配
套工作，造成闲置性浪费。

保障房是重要的民生工
程，事关一方百姓的安居和幸
福。19万套保障房一直闲置，不
仅兑现不了民生福祉，同时消
耗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针对
一些地方保障房工作中出现

的“重建设轻分配”现象，必须
通过制度设计进行严格约束
问责，地方政府必须要有勇气
直面“闲置”的尴尬，切实解决
保障对象的顾虑、担忧和实际
困难。保障房建设只有做到在
数量与质量上都达标、契合百
姓的实际需求，才是实实在在
的“政绩”。

换言之，十几万套保障房
闲置不排除是“政绩下的蛋”，
一些地方只是在行政命令的
催逼下虚应差事，只求数量过
关，却没在质量上用心。保障房
是为了满足百姓住房需求，而不
是政绩表演。如果只是建给上级
看的，应付任务而已，那还不如
换个更有效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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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压之下，某些决策者的动
作开始扭曲变形，为了确保“不
出问题”，宁愿置常识于不顾。战
战兢兢的水泥灌树决策者们看
似颟顸，实则表现出了一种令
人担忧的“精明”——— 水泥灌
树，大不了死几棵行道树，挨几
句市民的骂，如果扬尘抑制工
作不得力，丢的可能就是自家
的官帽饭碗。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