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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大火烧出了劳动的“权益贫困”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119人遇难，吉林德惠火
灾的后果触目惊心。统计死
亡只需要填写一个数据，但
每个遇难者家庭所遭受锥
心之痛是多少赔偿都不能
弥补的。这场火灾究竟是意
外，还是必然，关注一下那些
遇难者生前的工作环境和生
存状态，或许更有助于寻找
问题的答案。

反思这场火灾，不少人
都提到了车间大门被反锁
的细节。其实问题远不止这
些，事后的调查已经发现，
这家资产总额过亿元的企

业，在火灾现场甚至连个灭
火器、应急灯都找不到。或
许正是因为“精打细算”，
注册资金500万元的企业才
能实现年均增长3 0 0%的发
展奇迹。工人在这样的生产
环 境 中 ，不 出 事 故 算 是 侥
幸，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稀
奇。

在企业生产经营形势
“一片大好”的时候，工人的
感受又是怎样的呢？不少媒
体的报道中都提到了相似的
细节，比如每天工作超过15

个 小 时 ，而 月 薪 基 本 不 超
2000元。长时间地重复体力
劳动，工人在流水线上的枯

燥和疲惫是无需赘言的。企
业已经严重违反劳动法，工
人们还能默默地忍受，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更
好的去处。由此可见，靠廉
价劳动力支持的劳动密集
型企业仍然是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在
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工人们
为了安全自主选择企业的
空间也十分有限。

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
含量很低，产品附加值也不
会很高，企业要保证一定的
利润率，就必然想方设法把
劳动者用到“极致”。所以，失
火企业敢把工人们反锁在车

间内，防止随意走动影响工
作效率。在这样的流水线上，
劳动如同服苦役，劳动者卑
微不堪。明知企业像个“黑工
厂”，但是为了攒点钱，工人
对安全的需求只能让位于更
低层次的生存需求。

每次重大事故之后，各
类总结几乎都会提到管理者
安全意识不强的问题，但只强
调这个原因也可能一叶障目。
现在更引起重视的问题是，一
些企业对劳动者缺乏基本的
尊重，一些地方对保护劳动者
权益缺乏动力，使劳动者的

“体面劳动”成为奢望。
如果说市场经济初兴时

需要对资本有所宽容，那么
今天则需要更多的规范。毕
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也进入了工业化
的中期阶段，我们再也不能
一边喊着要经济转型，一边
无视劳动者的疾苦和安危。
无论是煤矿漏水，还是车间
失火，在大多数生产事故中
牺牲最大的往往都是处于社
会底层的劳动者。政府部门
在调查问责时，除了要查清
真相的细节，更应以此为鉴
触发全社会的痛感，尤其要
考虑到底层劳动者的感受，
改善他们的环境，保护他们
的权利。

□金岭

钱钟书杨绛书信手稿
拍卖，在各方的反对声中，
暂时撤拍了。这个拍卖，也
许在商业法则上没有什么
问题，但如此商业伦理，实
在是太藐视文化的尊严
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连名
人的隐私都保护不了，我
们普通人的隐私，或许就
更不值得珍视了。

未经授权不公开他人
信件，是通讯自由的一部
分，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准
则，这个禁忌破了，人们
还有什么安全感，人和人
之间还怎么互相信任呢？
像钱钟书这样的文化大
家，其书信和手稿，理应
得到充分的隐私保护，否
则，文化尊严就没了根
基，就有坍塌的危险。历
史上，曾经有过公开私人
信件酿成的灾难，比如胡
风反革命集团案，其罪证
材料之一，就是有人抛出
的一批胡风先生的私人
信件，这开了以私人信件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先
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恶
劣的影响，大大降低了社
会的文明水准。时代虽然
进步了，钱钟书手稿书信
也未必会有什么“犯忌”的
东西，但毕竟是私人信件，
况且还有夫人杨绛的强烈
反对，这种只讲商业法则
不讲社会伦理的拍卖如果
进行下去，将会在很多人
的内心深处投下巨大阴
影。

也许有人会说，只要
保护好了隐私权，拍卖就
能进行，从法理上讲这也

许是对的，但谁能保证在
媒体如此发达，信息传递
如此便捷，逐利冲动如此
强烈的今天，信件的内容
不会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
式泄露呢？果真如此，将是
对 文 化 尊 严 的 巨 大 戕
害——— 说到底，文化是靠
底线维系的，保护隐私就
是底线之一。老作家艾芜
的书信，现存于中国现代
文学馆，因为可能涉及某
些敏感话题，已约定五十

年不能打开；著名的《傅雷
家书》，虽然内容主要是谈
艺教子，但也包含着对世相
和人物的含蓄褒贬，如果在
当时的极端年代被公之于
众，换来的很可能是毁灭；
罗曼·罗兰写于1935年的

《莫斯科日记》，也要求五十
年后才能发表……这些珍
贵的文本，如果违背他们个
人的意愿被拿出来“示众”，
还会有文化积累吗？

只要这些书信掌握在
私人而不是国家的手里，
拍卖是早晚的事，只不过
现在拍卖太急了点。事实
上，从历史的长周期来说，
作为文化积累的一部分，
名人书信和日记等，早晚
都是会公开的，但并不意
味着可以马上公开，最起
码的道德是要考虑的。名
人书信手稿毕竟不是普通
商品，把交易自由权全都
交给买卖双方，对杨绛这
样的老人来说，也许太残
酷了。如果再过几十年或
者更长一些时间，钱钟书
手稿书信无论是拍卖，还
是内容公开，其道德压力
都会减少甚至消失，何必
这么着急呢？面对一个百
岁老人的急切呼吁，理应
有所忌惮才谈得上对文化
和文化人的尊重，这种尊
重是对杨绛个人的，但更
是社会信任的一部分。

这次拍卖引发的争
论，实际上是商业力量和
社会伦理的一次局部较
量，究竟谁能胜出，关乎
一个时代的斯文，更关乎
隐私权这一普遍权利，从
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手
稿书信的命运，其实承载

着我们每个人的“隐私”。
名人的隐私是公民普遍权
利的一部分，如果连他们
的权利都得不到必要的保
护，我们这些普通人的隐
私权，就更不值得珍视了，
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这不算多么复杂的道理
吧。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谁诱发了城管“跺头”戾气
□本报评论员 赵丽

日前，一段视频引发广
泛关注。5月31日下午，在延
安市杨家岭附近，延安城管
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商户发
生冲突。视频显示，现场有一
位城管执法人员双脚跳起猛
跺倒地商户。6月4日上午，延
安市城管局党委召开会议，
称将对该事件所有相关人员
一律予以停职、待岗调查。其
中，该局提到，双脚跳起踩踏
商户男子为无正式编制人
员。

“跳起跺头”这样的凶狠
举动，实在让人震惊。从现有

报道看，当时城管是在检查
违章占道经营，商户对此抵
触，双方发生推搡打斗。按说，
发生这类矛盾冲突，作为执法
者的城管队员(即使是没有正
式编制的)应理性控制事态，尽
力避免双方受到无谓的伤害。
但现实让人很失望，“跳起跺
头”充满了泄恨的意味，就像
有网友的评价“简直是黑社会
的做派”，与其执法者身份相
差十万八千里。

不过，这种恶狠狠的戾
气，恐怕不光是个人性格心
理的原因。现实中，城管执法
多面临各种抵触，一些城管
人员逐渐形成了“威权”思

想，认为只有强势才能让人
服从，只有让人害怕才能减
少抵触，久而久之把执法权
简单异化为“惩罚权”，习惯
于用暴力手法处理问题，整
个人的精神气质甚至都发生
了变化。

出现这种现象，有执法
者个人素质的原因，也与现
实环境有关。如果城市管理
和商贩谋生之间的矛盾调节
不好，城管和商贩的对抗就
会继续存在，一些城管队员
还是会在考核压力和实用主
义的驱动下做出带有戾气的
举动。

较之“文明执法”、“温情

执法”，瞪眼睛、挥大棒的做
法简单得多，客观上可能也
更有效。但是，这种有效是暂
时的，长远只会陷入民意越
来越不满、执法越来越难的
恶性循环。要避免这样的暴
戾举动出现，日常监督和违
法制裁自然要跟上，不管是
正 式 编 制 人 员 还 是“ 临 时
工”，行为都得合法合规。

深层次上，则有必要重
新审视城市管理方式。近些
年来，许多地方已经认识到，
盲目追求城市的洁净与整
齐，追求所谓的“无摊城市”
是行不通的。为了破解城管
与摊贩之间的矛盾，一些地

方开始改变思路，采取退路进
厅，给商贩办执照、找摊位的
方式，既让摊贩们有地方讨生
活，又使市容市貌得以维持。
但在许多地方，还是将小摊小
贩视为“眼中钉”，只想赶走了
事，无形中刺激城管采取不正
当手段进行执法。

小贩有难处，城管也有
无奈。如果不改变管理思路，
这两者的困境都无法解除。
希望城市管理者别光考虑城
市的“面子”，多考虑灵活就
业者的出路，多给他们提供
一些合法的生存空间，制度
设计合理了，城管暴力执法
的“动力”才会减少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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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就是躺在担架上，也要
上考场。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一
名高三学生突发脑出血，尽
管医生们不建议他赴考场
参加考试，但这位考生还是
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或许在
他看来，高考是改变命运、
获得成功的唯一道路。

有种说法叫“草鞋无
样，边打边像”，可是现在我
们要建设的现代市场经济
是双“高档皮鞋”。

近日，经济学家吴敬琏
在文章《改什么，怎么改》中
表示，发达国家建立市场经
济，经历了几百年的试错过
程，我国是后起国家，应成
立超脱局部利益和短期利
益的改革机构，精心“设
计”，避免走弯路。

北京市的愿望是好的，
试图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但方法不可取。

从今年4月开始，只要一
个楼盘的拟售价格不被北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认
可，就将无法获得预售许可
证。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
究所所长刘俊海看来，政府
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不清晰，
就会带来市场的伤害，最终
吃亏的还是普通百姓。

依靠与官员的裙带关
系、灰色经济而维系的商业
模式，只能是不可持续的、
畸形和低效的。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
涛认为，任何社会都难以避
免官商之间的密切联系，把

“重商”和“重法治”结合起
来，才能形成健康的市场运
行机制，而“重商”与“重官”
结合，则会引发包括腐败等
问题。

>>一语中的

钱钟书手稿里也有你的“隐私”

这次拍卖引发的

争论，实际上是商业力

量和社会伦理的一次

局部较量。钱钟书手稿

书信的命运，其实承载

着我们每个人的“隐

私”。如果连名人的权

利都得不到必要的保

护，我们这些普通人的

隐私权，就更不值得珍

视了。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