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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暂不批捕”让虐童案处理冷静下来

□本报评论员 王昱

浙江虐童女教师颜艳红
寻衅滋事一案经温岭检察院
审查后认为该案需要补充侦
查，温岭市公安局已于11月5

日依法向检察机关撤回案
件，继续侦查。（本报今日A16

版）
是的，温岭这名女教师

的虐童行为的确让人十分愤
怒，也必须予以严厉的谴责
和适度的惩戒。但愤怒归愤

怒，事件最终还是要在法律
的框架下解决，此次公安机
关撤回批捕申请，虽然肯定
会引发一些社会舆论的不解
和疑虑，但却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它让这一事件回归到了
法律框架之内。

就温岭虐童案本身而
言，它既是个案又不是个案。
说它是个案，是因为相对于
绝大多数敬职敬业、爱护儿
童的幼师而言，类似颜艳红
这样的幼师其实只是少数。
而该事件之所以迅速成为社
会热点，一方面是由于照片
本身太过具有刺激性，另一

方面也与舆论的持续关注和
放大不无关系。而说它不是
个案，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
人大多信奉“棍棒底下出孝
子”的育儿观念，体罚儿童从
来就不是个别问题，而是长
期大量地存在于我们的家庭
和学校教育中，温岭这位女
教师只不过是做得比较极端
而已。

对这样一个“既是个案
又不是个案”的复杂案件，本
来处理起来就十分困难，而
在各种喧嚣的声音下，相关
部门不得不仓促决定以“寻
衅滋事罪”刑拘并申请批捕

颜艳红。其实这个决定刚刚
作出就颇受争议。因为，这样
一个决定，一方面暴露出了
我国法律在有关虐童案件方
面的空白。另一方面，“寻衅
滋事罪”这样一个罪名是否
适用于颜艳红的行为也值得
商榷。罪刑法定是一个基本
原则，可以说，如果以这样一
个罪名去逮捕当事女教师，
惩罚的可能不是她虐童的行
为，而是对其虐童所造成的
社会影响的过激反应。换句
话说，抓捕当事女教师的原
因不仅是因为她虐童，也是
因为她犯了众怒。

长期以来，“造成了极坏
的社会影响”、“不杀不足以
平民愤”这样的用语时常见
诸我国的起诉书和判决书
中，这些说法严格意义上说
都不是法律语言。温岭虐童
女教师的行为虽然可恨，但
倘以民愤左右司法程序，说
白了就是一种以暴易暴的
思维方式，与犯罪行为本身
没有什么区别。司法应当是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的，其目的不是为了复仇
或平息愤怒，而是为了实现
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实现
这种公正，司法不仅应当相

对于行政权力是独立的，同
时也应当不 为 所 谓 的“ 民
愤”所左右。天下之议虽然
汹汹，但很容易受到情绪、
舆论等多种因素的左右，对
于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来
说，真正的民意永远是实现
公正。

温岭司法机关决定对颜
艳红暂不批捕，既是对前一
段时间过热情绪的降温，也
是对司法本意的回归。因社
会情绪左右司法公正的案例
在我国还时有发生，希望这
次降温和回归的意义不仅仅
局限于这一个案。

此次公安机关撤回批捕申请，虽然肯定会引发一些社会舆论的不解和疑虑，但却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
让这一事件回归到了法律框架之内。

□晏扬

如果自己的女儿和她
的同伴同时掉进水里，你
先救谁？面对这样的局面，
湖南长沙县黄花镇村民肖
广的选择是，先救离岸边
更远的女儿的同伴，再将
女儿救上岸。“我当时是考
虑女儿情况不太危险，才
先去救邻居女儿的，我也
不会游泳，如果当时我稍
微迟一点，她就会滑入深
水区，就会没命。”肖广很
庆幸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
的选择，“鱼与熊掌兼得”，
最后两个女孩子都安然获
救。(11月6日《潇湘晨报》)

先救自己的女儿还是
先救别人的女儿，这是一
道人性考题，而且没有标

准答案。肖广的选择当然
令人称赞，但回过头来想
想，女儿是他的亲骨肉，先
救自己的女儿难道有错吗？
万一肖广“先人后己”的选
择最后导致自己女儿溺
亡，他的良心将一辈子无
处安放。反之，如果因为先
救自己的女儿导致邻居的
女儿溺亡，肖广同样会良
心不安。

事实上，我们这些局外
人的判断都是在电脑前冷
静思考的结果，而对于肖广
来说，他没有时间冷静思
考，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赶
快救人，因此，无论他先救
谁都是正确的选择。从结
果看，肖广先救邻居的女
儿是“鱼与熊掌兼得”，万
一结果不是这样，他或因

先救邻居的女儿而让自己
的女儿溺亡，或因先救自
己的女儿而让邻居的女儿
溺亡，即便如此，也不能说
肖广的选择是错的。

有一个经典的人性考
题是这样的：假如妈妈和
妻子一起掉进河里，你先
救谁？这个考题无比残酷，
面对这样的人性考验，无
论先救谁都是正确的选
择，只要是奋力救人，不管
结果如何，救人者都不应
该受到谴责。事实上，只有
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考验
时，人们才需要作出选择，
而在假设情况下拿这样的
问题考验他人的人性，无
异于设置“道德陷阱”，本
身就是不厚道乃至不人道
的。

□苑广阔

11月5日，位于南京闹
市区的鼓楼医院新大楼全
面投入使用。作为当地一
所大型三甲医院，新大楼
除面积扩大之外，还增添
了楼顶停机坪、候诊大厅
内价值700万元的钢琴、室
内来回穿梭的电瓶车、即
将开业的星巴克咖啡等，
宛若星级酒店。(11月5日

《新安晚报》)

现代化和人性化设施
固然是医院所需要的，但
是把价值700万的钢琴和
星巴克咖啡也引进医院，
是不是有些过于铺张，过
于奢华呢？尤其是把星巴
克这种商业机构引进医

院，着实让人有些看不懂，
病人是来看病的，还是来
喝咖啡的？

其实铺张奢华还不是
问题的关键。更关键的问
题是，其一，铺张奢华的钱
从何而来？既然是公立医
院，钱的来源无非是财政
拨款和医院自筹，但不管
是哪一种，都应该好钢用
在刀刃上，把其投入到最
需要用钱，对患者和公众
最有益的地方上去。其二，
医院花了大价钱建造和引
进一些与诊疗活动无关的
硬件设施，这笔钱会不会
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
医院建造得如此奢华，很
难让人相信是一种“无私
奉献”，医院要想让自己的

投入有回报，唯一的选择
就是提高诊疗费、医药费，
最终为医院的奢华买单的
还是患者。

说到底，在“看病贵看
病难”这个医疗大环境没
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
下，绝大多数的普通患者
并不指望着医院楼建得多
么高，内部设施多么豪华，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花尽量
少的钱看好自己的病，这
才是他们目前最需要的。
那么，医院就应该一切
以 患 者 的 需 要 为 出 发
点，如果有多余的钱，不
妨在诊疗费和医药费上
让 利 于 民 ，而 不 是用来
营造患者并不需要的奢华
与铺张。

“酒店式医院”还是省省吧

先救谁都是正确的选择

事件观

1985年出生的浙江嘉兴姑娘张燕，为了给自己非
婚生的孩子上户口，于今年5月和一位上世纪30年代
的爷爷辈男子结婚。但事后，她的孩子并未顺利得到
户口，张燕也因这段婚姻备受困扰。近日，她将丈夫告
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这段婚姻无效。法院审理认为，
对其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嫁给

“户口”

诚信男孩

“震惊”了什么

江苏扬大附中学生徐
砺寒估计没有想到，他在放
学途中不慎弄坏了他人轿
车后视镜后留下的那张道
歉及赔偿联系的小纸条，会
令车主“无比感动”和“极度
震惊”，并引来一连串感人
的后续：被撞车主主动不让
徐砺寒赔偿；一家修车行表
态愿意免费为车主修车；网
友们纷纷感慨，在这个孩子
身上看到了美好……

曾经倚仗熟人社会道
德压力来规制行为的文化
传统正遭受挑战，诚信危机
在不断挑战国人的承受极

限，也弥漫到我们身边的所
有领域：从学术腐败到食品
安全，从能不能扶摔倒的老
人到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是
否家长代劳……在情感约
束越来越少的“陌生人社
会”里重建道德规范，虽然
艰难但势在必行。徐砺寒的
诚信举止，更大的意义是让
我们看到了希望：下一代正
在告诉我们，“诚信”二字有
重塑的可能。(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李泓冰)

“稻草鸟叔”

是值得一看的风景

58岁的湖南省张家界
市旅游局正处级调研员郑
亚平日前披上稻草，在张家

界版《江南style》中客串了
一把。当“稻草鸟叔”在镜头
面前不惜牺牲“官相”，大跳
特跳流行舞曲，实在是有别
于传统官场的一道别致风
景。当官员穿上稻草衣，跳
起 当 前 最 流 行 的《 江 南
style》，不管他是有意识的
还是无意识的，都拉近了他
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摘自

《新京报》，作者：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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