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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任建宇案期待的不仅是“清白”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2011年，任建宇因转发微
博被劳教两年，2012年11月，
获释后的他起诉重庆劳教委
被驳回，恢复公务员身份的
要求也遭到拒绝。由于没有
形成法院判决，任建宇被劳
教是否符合法律就成了一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

人们对任建宇案件的关
注，反映了对自身权利的一
种普遍担忧。人身自由是公
民的基本权利，一些地方执

行现行劳教制度时严重侵害
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给公
众带来了巨大的恐惧感。面
对人们不断觉醒的权利意
识，劳教制度迫切需要改革。

任建宇的遭遇并非孤立
的个案，近几年频频曝出因
劳教产生的错案，暴露了现
行劳教制度存在严重问题。
湖南的唐慧上访状告涉嫌强
迫自己女儿卖淫的警察，却
被劳教一年半；重庆市民彭
洪在论坛上转发打黑漫画，
遭到劳教两年的处罚；就在
前不久，兰州的一位母亲进
京看望读研的儿子，却因曾
经有过上访历史被带回原籍

接受劳教……很多时候，这
种缺乏法律监督的劳教制
度，已经成为某些地方政府
甚至是个别官 员 堵 塞言路
的工具，如果不尽快改革这
一制度，将来此类案例仍将
难以避免，公民的人身权利
仍 将 会 受 到 威 胁 ，这 种 现
状，和中央关于最大限度减
少不和谐因素的要求极不相
符，必须认真重视、抓紧解
决，才能回应人们对改革的
期待。

错误地对当事人实行劳
教，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
权，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将给
社会造成极大的恐惧感，这

是对社会和谐氛围的极大破
坏。人们对任建宇案的关注，
恰恰反映了这样一种担忧，
如果劳教制度不改革，每个
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正
如任建宇在接受采访时说：

“谁不会被劳教？谁都是危险
的。”在自己的遭遇面前，任
建宇称会一直上诉，他的行
动反映的正是现代公民不断
觉醒的权利意识。创立于上
世纪50年代的劳教制度，显
然已经无法适应建设法治社
会的时代要求，从目前来看，
无论是民间的呼声还是专家
的论证，显然是倾向于劳教
制度的改变，甚至是废除这

一制度，代之以新的制度。
民间改革劳教制度的呼

声和频频曝出的错案，反映
了劳教制度本身确实存在严
重的制度漏洞。自从1957年建
立以来，劳教制度的文件几
经修改，目前的依据是2002年
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
理劳动教养案件的规定》。劳
教审批权完全归公安机关，
劳教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
进行的，避开了公开的审判，
被执行人获得权利救济的效
率极低，最终酿成很多缺乏
证据的冤假错案，比如给任
建宇定下“颠覆国家政权罪”
的，是他转发过的微博和一

件写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文
化衫，而那位有过上访经历
的老母亲就更冤枉了，她到
北京只是为了看望自己的儿
子，结果则是被劳教。在法治
社会里，怎么能容许如此轻
率地剥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
利呢？

在对任建宇案热议的背
后，既反映了劳教制度改革
的迫切性，也反映了公民权
利意识法制意识的成长，相
关部门在重新审视劳教制度
时，必须正视这一背景，否
则，简单地修修补补，很难跟
得上时代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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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迟到、上课讲话、做小动作……老师对学生所有
违纪行为都要进行罚款处理！”近日，荆州市荆州区多名学
生反映，一年多来，荆州区南门一所重点中学某班主任在班
上实行“以罚代管”班规，还声称学生想违纪可包年。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学生们的纪律似乎真的变得好了
不少，但以罚代管的教育根本不是成功的教育，甚至根本算
不上是教育，而是通过剥夺上课权、劝退学生等措施来恫吓
家长乖乖交钱，是利用学校的权威来对家长们进行“敲诈”，
是一种有文化的“抢劫”，更是一种懒惰、简单而粗暴的所谓

“教育方式”。 文/金真

“以罚代管”是有文化的“打劫”

赵国品/画

最近，“提速”成了反腐
领域的一个关键词。这些被
举报的官员所碰到的，绝不
仅是互联网反腐的“民间技
术”提升，而是他们撞到了反
腐倡廉建设的新节点。

从重庆市纪委及时公开
回应、审慎调查，到市政府新
闻办第一时间发布调查进展
情况，直至雷政富被立案调
查，快速反应彰显了有关部
门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决
心，公开、透明的程序则凸显

了处理这一事件的思路———
案件自民众监督始，民众监
督也将贯穿案件全过程。

迅速、公开、依法推进，
反腐鼓舞人心。事实上，与网
络反腐相比，制度反腐的力
量也在加速推进。节奏加快
的政府反应、充满忧患意识
的治党言辞、不惧风险的制
度创新，这些都意味着中国
反腐事业的新思考新探索，
它一头连着国家的未来，一
头担着执政党的使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制度和
民心的合力，而要凝聚这种
力量，绕不开反腐败这一重
大课题。

回到近期一系列反腐案
例上来，其实民众更关注其
后的法治进程，关注由点到
面制度的修复和完善。人们
对“63小时”寄托着更多的期
许，愿从这个历史的小细节
起步，反腐倡廉建设更加发
力、更有成效。(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郝洪)

听证制度，曾经给了公
众太多的期待，以为它的到
来，意味着公开、透明和民主
从天而降；以为它的到来，就
是“想涨就涨”等公共治理乱
象的终结。然而，几年过去
了，人们却发现并不是那么
回事儿。尤其是在近年来，接
连传出了听证代表内定、退
休干部成了“下岗职工”等一
系列怪现象。

有鉴于此，价格听证会
制度要真正实现经营者与消
费者在法律框架内公平博

弈，基础制度建设不可或缺。
价格听证的代表主体理应是
对价格的变更反应最敏感、
关系最密切的那一部分群
众，事关民生的公用产品价
格听证会，应该是“穷人听证
会”。办好这样的听证会就需
要给老百姓更多的话语权，
不仅在“听”上做得毫无瑕
疵，更要在“取”上下功夫，尤
其要多听消费者的声音。只
有这样回应公众，对听证会
的质疑才显得有底气。

听证会是政府定价必须

走的一个程序，之所以设置
这个程序，就是为了搭建一
个利益博弈的平台。而考察
一个听证会是否“作秀”有两
个前置条件，即首先要将涨
价的详细理由公之于众，消
除消费者质疑；其次要各利
益方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
点，从而为政府定价提供全
面参考。(摘自《中国青年
报》，作者吴学安)

价格听证会应是穷人听证会

反腐要速度更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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