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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人喊打”的谢亚龙说句话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24日，原国家体育总局
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在丹
东出庭受审。在法庭上，这
位曾经煊赫一时的“龙王”
又有惊人之举，他对公诉人
提出的多项罪名不予认同，
并声称自己曾遭遇刑讯逼
供，属于“屈打成招”。

江河日下的中国足球，
让谢亚龙一向声名狼藉。在
公众视野中，他绝对称不上
是一位合格的管理者，更类
似一个蹩脚的喜剧演员。从

“叉腰肌”到“谢亚龙下课”，
有关他的言论与轶事，都被
人编排成段子予以嘲讽。时

至今日，这种情绪依然未曾
平复。针对谢亚龙当庭翻供
的行为，很多人不以为意；
甚至有人表示，即使他真的
遭遇刑讯逼供，也是咎由自
取。

从一位小有才情的“能
吏”，蜕变为令人不齿的“贪
官”，谢亚龙的人生际遇令
人感叹。未能严格自律，已
经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在现在这个阶段，尤其是
相关的司法程序尚在进行
中时，是否该对谢亚龙“人
人喊打”却值得商榷。

此次足坛的反赌打黑
风暴，东窗事发的不仅仅有
谢亚龙。包括南勇、杨一民、

张建强、蔚少辉等足协中高
层官员，几乎悉数落入法
网。也有众多俱乐部、球员
牵涉其中。这足以表明，中
国足球乱象缠身并非一日
之寒，亦非一人之罪。管办
不分、权责不明的体制，形
成了灰色的“江湖规则”，也
造就了滋生腐败的大环境。
在多重的诱惑之下，众多足
协官员沦为金钱的俘虏，其
中就包括曾以行事雷厉风
行而著称的谢亚龙。

这也足以表明，谢亚龙
无法独自承担起中国足球
没落的所有责任，更不能因
此得到更严厉的宣判。当他
在任时，因为职责关系，他

必须成为民意问责的对象，
承担种种质问甚至是嘲讽。
但在他身份发生转换、成为
被告人之后，却需要远离
民意的诘问。因为这种民
意往往带有过多的感性色
彩，与司法务求实证、严谨
量刑的精神背道而驰，需要
谨慎对待。

众所周知，司法必须保
持自身的独立性，不能让民
意过多地参与其中，以防司
法的公平公正受到干扰。如
果舆论始终对谢亚龙采取
不依不饶的态度，先入为主
地将那些坊间传言视作“呈
堂证供”加以炒作，可能会
对宣判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同时，谢亚龙当庭翻供也是
他应有的权利。作为一个公
共影响力极大的案件，有关
部门对于他所披露的“刑讯
逼供”等违法情节，更要进
行严格调查。司法介入足
球行业是民心所向，但一定
要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程序
公正”。

目前这种对谢亚龙“人
人喊打”的态度，本质上还
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名利观，
虽然有情可原，但无助于
社会的民主理性。我们可
以对原足管中心主任谢亚
龙进行批评，也要尊重并
保护被告人谢亚龙的合法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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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五年之久的南方
科技大学日前被教育部批准
建立。转正之后的南科大还能
否将高教改革的试验进行到
底，舆论对此颇为关注，有人
认为曾经特立独行的南科大
就此“被收编”。仅凭一纸批文
便断定一所大学的前途未免
太武断，南科大还能否按照既
定目标走下去，主要还在于校
方有无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
推动改革。

根据教育部的批复，南
方科技大学系多科性本科
学校，由广东省领导和管
理，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由广

东省统筹安排解决。同时，
教育部要求南科大学校新
专业的增设和专业结构的
调整，应按教育部有关规定
办理。这些与南科大当初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改
革方向似乎有不小的距离，
但是也没有堵死南科大通
向原定目标的道路。只是，
现在给南科大提供的选择
又多了起来。南科大既已获
得教育部的批准，并由广东
省领导和管理，经费也由广
东省统筹安排解决，他们的

“出生证”就与其他公立大
学无本质的差异。南科大完
全可以就此进入现行体制
的轨道，按部就班地复制一

所有相当规模的多科性本
科学校。但这样一来，南科
大恐将不再是公众寄予厚
望的改革试验田，因为在这
块土地上看不到新的耕耘
方式。但也有另一种可能
是，已经获得合法身份的南
科大在“依法办学”的框架
内做出更大胆的探索，为中
国高教改革趟出路子。

南科大之所以被公众
持续关注，也正是因为它提
出了高等教育的新思路。经
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已经
不缺少大学，无论是“211工
程”，还是“985工程”，都列出
了一长串的高校名单，但能
在国际上立足一流的大学

少之又少。这不仅仅是资金
投入和硬件建设的问题，更
有办学环境和理念的不足。
这些年，大学行政化的趋势
有增无减，原本应该是学术
重地的大学，权力经常指手
画脚，决定一切。在这样的
环境中，学者不被尊重，学
术没有风骨，大学之大往往
只在于规模之大。另一个现
实是，各地高考学生数量出
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出
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在
逐渐增多。一些高校将来可
能破产倒闭并不是危言耸
听。基于此，南科大提出的

“教授治校”、“学术自治”等
口号显得十分珍贵。南科大

若能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
功，为其他高校提供借鉴，
远比它复制北大或清华现
有的模式更有价值。

无论外界怎么理解，对
南科大而言，教育部的批文
未必就是叫停改革的“终止
符”。有了合法身份的南科
大在事实上获得了更稳定
的生存环境，也就可以更加
专注地进行改革和探索。当
然，这都取决于南科大还有
无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尤其
是在面临利益诱惑时，更应
该坚定自己的初衷。

只要改革之志不泯，新
生的南科大就可以做到“转
正”不转向。

赞许招聘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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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4月25日《青

岛老人招聘会十人争一岗》，
报道了青岛市有关部门举办
老年人才招聘会及老年人踊
跃参加的新鲜事，读后从心
里赞许。正像招聘者认识到
的那样，许多老年人是重要
的人才资源，他们学有专长，
业有专攻，技能熟练，经验丰
富，虽然年龄大了，只要身体
状况还行，就应重视为之提
供发挥作用的机会。而老有
所为，也有益于老年人健康
长寿。盼望有关部门和用人
单位，创新用人观念，重视老
年人才，为社会创造更多效
益。 读者：万学胜

数据怎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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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齐鲁晚报》报

道我省居民阶梯电价听证
会将于5月中旬进行。实行
阶梯电价，目的应该是鼓励
节约、反对浪费吧。据供电
部门说，全省80%以上的居
民不会增加电费，只是不知
每月190度的基本用电量是
怎么算出来的。

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城
市家庭在冬季和夏季每户
每月 1 9 0度大多是不够用
的。毕竟采暖和降温的“刚
需”很难降下来。另外，以户
为单位计算也有缺陷，一户
中一个人的用电量和一户5

个人的用电量也是有很大
差距的吧？这样计价也太粗
放了！ 读者：李燕子

“转正”的南科大，改革不能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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