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拍价100元的二手苹果
手机，在司法拍卖平台拍出27
万元的“天价”。这场大幅度溢
价的司法网拍引发广泛关注。9
日，南京秦淮法院对外发布通
报称，该院对相关情况展开调
查，并对其中两名参与“恶作
剧”的行为人进行了处罚。

这部手机没有什么特别之
处，在其竞拍过程中，竟然有
2700多人参与报名并交纳了保
证金，经过多达377次延时竞
价，累计加价708次，拍出了27
万余元的“天价”。我们不禁要
问，这么多人参与竞价，究竟有
几个诚心想买手机的？或许多
数人只是抱有围观、看热闹乃
至“恶搞”一下司法的想法。

如此多人不计后果地参与
这场“击鼓传花”游戏，或许是
误以为即便搞搞“恶作剧”，大
不了20元的保证金不要了，买
个“开心”也挺值。然而，司法网
拍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拍卖活

动，是法院依法处置被执行人
财产的一种强制措施，是法院
行使司法权、保障当事人合法
权益的体现。根据民事诉讼法
及其司法解释，阻碍司法工作
人员拍卖财产的，将受到罚款、
拘留的处罚。

该两名“恶作剧”者在司法
拍卖网页有明确提示，知晓网络
司法拍卖操作流程和规则情况
下，没有真实购买意愿而恶意竞
价，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拍卖秩
序，对法院正常处置被执行人财
产造成妨碍，并产生了恶劣的社
会影响。因此，两人被当地法院
分别处以一万元及两万元的罚
款。此外，当地法院还表示将继
续对其他恶意竞拍的人员进行
调查，并根据行为人的过错与态
度依法处罚。

事实上，对于被罚者，仅被
处以罚款已经是万幸了。这起
事件有其极端特殊性，从手机
的真实价值和最终成交价之间

的悬殊差距，很明显能够看出
拍得者进行竞价只是在恶作
剧，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在通
常情况下，依据情节的轻重，比
如阻碍司法执行造成损失的多
少，对司法拍卖“放鸽子”的代
价则很可能不只是一两万元的
罚款。而且，根据最高法《关于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
卖财产的规定》，买受人悔拍
后，不仅保证金不予退还，法院
可以裁定重新拍卖。重新拍卖
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成的
差价、费用损失，由原买受人承
担。

应该说，这一案例虽然有
些极端，但在网络日益普及，网
络拍卖日渐流行的当下，还是
提供了很多启示。的确，网络创
造了便利条件，使得原本不怎
么容易接触到的司法拍卖离普
通群众更近了，但距离近、易接
触并不代表“门槛”降低。毕竟，
技术的演进并不意味着法律的

严肃性打了折扣，相反，表面上
的低门槛实际上要求参与者应
当具备更强法律意识，不因程
序的便利就忽视了司法活动所
代表的法律尊严。

为了避免“误伤”，一方面
需要民众足够敬畏司法，不抱
着恶搞的心态参与司法活动，
乃至挑衅司法；另一方面，也
需要司法机关通过各种方式
向社会积极普法，让藐视司法
的法律责任更为彰显。期待这
次“恶搞”司法网拍事件能够
成为一次普法宣传课，让更多
人审慎参与司法网拍，这不仅
是对法律的应有敬畏态度，更
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应然选择。
同时，网络司法拍卖的组织者
也应有所反思，因为在众多的
拍卖信息中，并不是所有的都
将法律后果写清楚了，很容易
让普通参与者产生误解，给

“恶作剧”留下了空间。（作者
为法律工作者）

“恶搞”司法网拍，挑战了法律尊严

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多些雪中送炭

生育保障的缺陷

助推了“隐孕入职”

□丁家发

“员工入职三天就宣布怀
孕，孕期几乎没正常工作，产假
结束后就递了辞职信。”9月6
日，浙江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张
先生说起一件令人郁闷的事。
而记者在和众多人事经理聊天
中发现，他们对“隐孕入职”也
相当头疼。（9月10日中新网）

女员工入职3天就宣布怀
孕，产假结束就递交了辞职信，
如此“转嫁”生育成本的做法，
确实让人感觉“套路”太深。已
婚育龄女性就业环境本来就不
太好，这种做法或许更加深了
用人单位的偏见。其实，女员工

“隐孕”入职，大都不是恶意为
之，她们可能有着许多的无奈，
大多数是希望能在产假期间有
一定的经济来源。对此也不要
过多地苛责。

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
法规，女职工缴纳生育保险的，
能报销和补助住院生孩子期间
的相关费用；女职工在孕期的，
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不能胜
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可
见，用人单位不仅要承担女职
工孕期、产假、哺乳期的保护责
任，还要为此付出较大的用工
成本。不少用人单位特别是一
些中小民营企业因此会“不堪
重负”，导致这些企业不愿意聘
用已婚育龄女性。

如何纾解已婚育龄女性就
业难题，以保障妇女就业和生
育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需从
政府的层面统筹考虑，应由政
府有关部门来主导构建一套完
善的生育保障体系。通过用人
单位和个人按比例缴纳产假保
险的方式，再加上政府部门给
予适当的补贴，女职工在产假
期间的一切工资待遇，则由相
应的社会保险机构代为支付，
用人单位不用支付女职工产假
期间的任何费用。这样的生育
保障体系，将能大大减轻用人
单位聘用育龄女性的用工成
本，解决了用人单位的后顾之
忧，有助于减少育龄女性就业
时受到的歧视，其“就业难”问
题也将大大缓解。

李克强总理9月8日考察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看望
这里的“工匠之师”。总理对职
业技术学院教师作为“工匠之
师”、“中国制造”卓越雕塑师
的肯定与期许，体现了中央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以职业教育
全面提升“中国制造”水平的
决心和信心。

在我国整体教育中，乡村
教育和职业教育都面临着发
展不足的矛盾。近年来，国家
层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和教
育薄弱环节，但一些教育部门
和地方政府部门在评选“教学
名师”、表彰优秀教师时，仍然
偏重于名校、重点校的校长和
教师，普通学校、薄弱学校以
及职业教育领域获评优秀教
师的人数和比例都较少。这种
导向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

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偏。
政府发展教育应该多做

雪中送炭之功，而非锦上添
花之事。日常拨款、项目拨款、
评优评奖都偏向于名校、重点
校，其结果是优势资源不断向
名校、重点校集中，一些名师、
优秀教师从普通学校、薄弱学
校流向名校、重点校，普通学
校、薄弱学校得到的认可度越
来越低，办学越来越艰难。近
几年，我国乡村学校、薄弱学
校、中西部高校师资流失问题
突出，很多优秀教师被城市学
校、重点学校挖走，师资“两极
分化”矛盾不容小觑。

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以
及评价教师的真实能力与贡献
出发，评优秀教师都不应该优
先考虑名校、重点校，而应该重
视薄弱教育领域和薄弱学校。
重视薄弱教育领域和薄弱学
校，一方面可以向社会传递“办
好每一所学校”的积极信号，尤

其是在基础教育领域，推进均
衡发展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另
一方面，从“育人结果”看，名
校、重点校办学成绩突出，培养
了很多优秀学生，应当获得奖
励，但是从“育人过程”看，薄弱
学校的老师可能付出更多，对
学生的积极影响更大，更应当
获得肯定和激励。

对学校办学、教师教学和
学生成长的评价，都应当建立
起新的评价体系，从以往的结
果评价转向过程评价。近年
来，一些省市已经明确不按升
学率评价基础教育学校，高校
名师评选也不再青睐名校、重
点校，不过在具体实施时，一
些地方还是难以摆脱“名校思
维”，“马太效应”仍然很明显。
只有全面形成并实施过程评
价体系，才能让我国各类教育
协调发展，促进学校办学关注
每个个体的成长和进步，引导
教师重视每一个学生，让学生

学会从自我比较、自我教育中
看到自己的进步，而不是在与
他人的简单比较中失去自信。

在一些发达国家，获评基
础教育年度优秀教师的，多是
那些帮助薄弱学区学习困难
学生的教师，获得政府资助较
多的学校也是薄弱学校。大学
排行榜不看重教学成果、教授
头衔与学术成果等结果性指
标，而采用新生录取率、新生
留校率、教育资源利用率、校
友捐赠率等过程性指标。我国
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
验，改革传统的教育评价体
系，减少结果性评价指标，更
多采取过程性评价指标。除取
消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
政府还应当投入更多精力、人
力、物力，切实办好薄弱教育
和薄弱学校。（摘自《北京青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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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为“执法避娃”点赞，期待制度化的善意

□李英锋

9月6日晚，浙江杭州萧山
交警城区执勤中队民警在萧
山工人路高架设卡查酒驾。晚
上9点多，一辆浙A牌照的蓝
色小轿车由南向北开过来。
开车的是一名年轻男子，看
上去30多岁。交警随后发现
男子酒驾，而车上他5岁的儿
子被这一幕吓蒙了。孩子哭
了，他不明白为啥警察叔叔
要带走爸爸。在孩子的概念
里，这意味着爸爸做了非常
非常严重的事！辅警朱潮江
抱起了孩子，并讲故事对孩
子进行安慰疏导。（9月10日

《钱江晚报》）
爸爸酒驾犯了错误，孩子

看到警察盘查爸爸，心中充满
疑惑和恐惧。警察出于对孩子

的保护，尽量降低执法的“烈
度”，采取一种温和的、易被孩
子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对当事
人进行处置，依法让一些具有
严肃性、强制性、惩戒性的执
法动作延后、“变通”，并安
慰孩子，对孩子进行心理疏
导，最大限度减轻对孩子的
干扰或伤害，用通俗的话讲，
这就是“执法避娃”。

令人欣慰的是，在执法实
践中，“执法避娃”已渐渐成为
一种共识。7月19日晚，湖北省
高警荆州大队民警在沪渝高
速公路潜江收费站开展酒驾
集中整治，男子刘某酒后驾车
被交警查处，同车十岁的女儿
哭着喊“不能抓走我爸爸”。民
警安慰孩子后，未对刘某作现
场处理，而是依法开具行政强
制措施凭证，暂扣驾驶证，告
知其15天内到大队接受处理。
2014年2月22日晚，山东夏津
县的一名“酒司机”在被交警

带上车去医院验血时，其5岁
小女儿哭闹着不让走。为避免
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交
警特意换了两名便衣女警开
私家车将“酒司机”送到医
院。另外，不少地方的警察在
抓捕与孩子共处的犯罪嫌疑
人时，也都采取了一定措施，
不让孩子看到亲人被抓捕的
场面，或者不让孩子意识到
亲人被抓捕。这些都是“执法
避娃”的表现，都体现了执法
的善意和情商。

几岁的孩子不谙世事，如
果执法者简单行事，直来直
去，很容易对孩子造成精神伤
害。“执法避娃”符合“谁犯错
谁担责”的独立责任原则，体
现了执法的严谨性和精准性，
体现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感。当然，“执法避娃”不是盲
目无原则的人性化，而是法律
范畴之内的人性化，应力求既
兼顾孩子的合法权益，呵护孩

子的心理健康，又履行法定职
责，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规
范、问责，这就需要执法者有
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有“执
法避娃”的情商，有临场应变
的能力。

当然，仅仅知道原则还不
够，对于执法者而言，掌握“避
娃”的方法也很重要。实际上，
这是在呼唤一整套在不同情
形下做出不同反应的执法规
范，公安部门就曾推出过相
应的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
会，针对民警在现场执法中
遇到问题应当如何规范处
置，进行了统一视频培训。

在执法活动中，能力与
态度同样重要，甚至在更多
的时候，规范执法的能力比
爱护幼童的善意更重要。因
为，善意本身是有弹性的，而
执法规范是刚性的，刚性的规
则往往要比弹性的态度更有
效果、更具可操作性。

葛一家之言

特约评论员 舒锐

葛大家谈

这一案例虽然有些极端，
但在网络拍卖日渐流行的当
下，还是提供了很多启示。技术
的演进并不意味着法律的严肃
性打了折扣，相反，表面上的低
门槛实际上要求参与者应当具
备更强法律意识，不因程序的
便利就忽视了司法活动所代表
的法律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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