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警打人”怎能让“唐慧”信法

被称为“上访妈妈”的唐慧日前
接受采访时谈到，上访过程中最伤
心屈辱的经历是被法院的法警打。
她说，“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法
院就应该是替老百姓申冤的地方。
在那里被打，心里就觉得怎么都接
受不了，有很重的屈辱感。”

唐慧说的虽然是个人感受，但
对一些群众而言，这确实能感同身受。
遇到问题时，群众最希望是能有个说
理的地方，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能
获得公正公平的对待。如果公权力机

关，尤其是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态度
冷漠、充满戾气，很容易让这些群众
感到绝望。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
决，甚至还可能制造新的矛盾。

现实中，一些群众遇到难处、受到
委屈，可能会采取各种方式表达诉求、
寻求帮助。此时相关公权力机关的态
度相当重要。古语有言，“良言一句三
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如果本应主
持公道的部门态度冷漠生硬、蛮横暴
力，那群众自然很可能感觉“走投无
路”、“伸冤无门”，甚至还生出一些不理
智的想法。观察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个
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例，罪犯固然是咎
由自取，但不得不说，如果此前他们
的诉求能得到充分回应，事情的走
向可能不至于如此。

当然，群众的诉求是多样的，有
的诉求并不一定合理，群众维权的
方式也不一定都足够理性，现实中
确实有个别人的做法比较极端，有
的甚至触犯法律。但是，不能因为有
这些情况，就把倾听和回应的大门
关上。怕的是，个别公职人员看到群
众反映问题就心生烦躁，把这视作

“没事找事”，视作“不听话”，对此爱
答不理、推三阻四，甚至进行打击报
复。如此一来，只能使事情陷入恶性
循环，不断加剧矛盾。

生活当中，群众反映问题，经常
要与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信访
部门等打交道。这些部门的职权与
法律密切相关，群众也对他们寄予
了很大的希望。如果他们对正常表

达诉求的群众不理不睬，甚至像唐
慧所说的施以暴力打压，那相当于
从根本上污染了公平正义的“水
源”。试想，如果执法、司法机关都不
信法、不守法，从法律的维护者变成
了法律的践踏者，唐慧们又怎么保
持对法律的信心和敬畏？如果公权
力都充满戾气、野蛮霸道，又怎么要
求唐慧们平和理性？

当下，从中央到地方正在开展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希望
各级部门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
那些有困难、有不平的群众，让他们
最大限度感受到法律的公正，感受
到社会的关怀。要做到这一点，公权
力机关先得给自己带好“紧箍”，避
免“法警打人”事件重演。

如果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从法律的维护者变成了法律的践踏者，那无异于从根本上污染了公

平正义的“水源”。如果公权力都充满戾气、野蛮霸道，又怎么要求唐慧们平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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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颍上县发生一起“国土局干部酒后意外身亡”事件，记者调查
发现，事件源于国土局干部要求办事群众“请客求人”。请客人介绍，为办理

“卡住企业脖子”的土地证，他近几个月几乎天天去国土局“磕头求人”，事发
当天国土局内部设宴把他叫去买单，暗示将为其“让路”。请客人当日“钱没
带够”，驾照至今仍抵押在饭店里。(8月1日新华网) 漫画/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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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拍读报

免费下载“云拍”

客户端，对准报纸上带

有“云拍”l ogo的图片

拍摄，便可观看视频。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城管与公权力绑定在一起，易
发社会矛盾。而当非营利组织承接
城管服务时，面临来自民众和政府
双重监督，“暴力执法”的情形应会
有所改观。

7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推进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清
华大学教授王名认为，在中国，政府
比较强，社会组织弱，在公共服务方
面，政府应鼓励后者发挥作用。

大学的经费，有的是通过关系，

还有一些潜规则。全国科研经费大
概只有4 0%是真正用于科技研发
的，60%都用于开会、出差。

前段时间，广东省科技系统内
几位高官相继落马，落马官员大多
与科技经费的下拨问题“纠缠不
清”。分管科信的广州市副市长王
东表示，这既有制度不完善的问
题，也有体制不健全的问题，急需
改革。

清费减负的步子应再快些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房市错位预期亟待矫正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
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种表态
让市场相信本届政府会继续对地产
业采取“不调控”的政策。

这项表态确实不同凡响，因为在
过去几个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的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这并不代表居
民购房能力大增，更多的是恐慌性购
买。以北京为例，由于五环以内的二
手房屋均价已经达到每平米5万元左
右，市场还在传播可能很快到每平米
10万元的言论，因此，人们会本能地
抢购远郊每平米2-3万元的房屋。

其实，当前房价上涨恰源自经
济不太好，因为人们根据过去经验，
认为政府为“保下限”必然会采取救
市措施，从而会释放更多货币，推动

房价继续上涨。2008年就是一个现
实而严重的教训，当初经济增速与
房价开始下跌后，中央政府的救市
刺激房价快速反弹并远超当年的最
高点。这个教训非常深刻，让很多人
追悔莫及。

当然，中央政府对地产业的态
度，也让市场感觉到调控可能不会
进行下去，既然调控了几年都没有
压制住房价，尤其是调控本身扭曲
了供应，那么，新政府对地产业没有
态度被市场扭曲为“纵容”房价上
涨。这种预期鼓励了人们尽快买房
以免再次错过郊区低价的机会。

由此可见，面对炽热的房市和
既往的调控历经，决策层只需向市场
明确不会再加杠杆和防通胀的政策
信号，横亘在房市的扭曲预期将会得
到舒缓。(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葛媒体视点

在肯定近期行政收费改革成效
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被取消的这
些行政收费事项“含金量”还不足，
有的收费数额较小，有的在实践中
已被取消。许多企业最希望撤掉的
是一批“卡脖子”行政收费。这也是
为什么连续取消、免征一大批行政
收费之后，企业并没有感觉到收费
负担明显降低的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直观的证明是，行政
事业性收费总额依然保持高速增
长。据统计，2012年地方非税收入
13760亿元，比上年增长20 . 3%。今年
一季度，全国非税收入4635亿元，同
比增长12 . 5%。非税收入的增速远高
过税收收入增速。

在政府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清
费减负的前提下，非税收入本应处

于不增长或者负增长的状态。其依
然保持高增速，说明少数地方和部
门仍然可能存在“用收费来补税”的
现象。有报道称，个别地方收费、罚
款的数额最高甚至占到地方财政收
入的一半还多，这让我国推进行政
收费改革的整体成效大打折扣。

因此，推进行政收费改革，不能
只停留在国家层面的项目削减。应
当全面排查各地执行行政收费情况
的“老底儿”，一方面，要建立行政收
费事项公示制，各地政府要将每个
行政收费事项的减少收费情况公布
于众；另一方面，需保留的行政收费
事项的具体收费名目和详细数据，
以及保留原因和期限，也要向社会
公布，充分接受公众的监督。(摘自

《经济日报》，作者朱磊)

葛一语中的

今年夏天，各地气候有些反常，
不少城市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南
方持续高温，屡破纪录，而北方暴雨
不断，引发内涝，还有一些城市兼而
有之，在“烧烤模式”和“水煮模式”之
间来回切换。

有专家认为，各地极端天气频
发，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很大关联。既
然“环球同此炎凉”，暴雨和炎热到来
似乎不可避免。一些地方面对极端天
气颇为被动，经常是眼睁睁地看着它
下暴雨，起内涝，摆出听天由命的架
势。在现代社会，极端天气一定要产

生灾害甚至极端灾害吗？其实未必。
极端天气只是特殊的考验，一些城市
不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过是集
中暴露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缺陷。

有心人不难发现，一些城市受淹
并非都因为“天公不作美”。这些城市在
基础设施上的漏洞，早就显现，甚至已
经到了“逢雨必涝”的地步，赶上极端
天气，当然是雪上加霜。这些城市在
基础设施上都有类似的通病，比如重
地上、轻地下，重建设、轻管理。马路很
宽、大楼很高，乍一看也很漂亮，但长期
生活在这里的市民最清楚，好看不等
于好用。一些城市宁肯花大力气建设
人气稀少的“鬼城”，也没有耐心去维护
或者改善老城区的地下管道，因为前
者相比后者更容易出看得见的成绩。
而在群众的眼里，外观气派却不宜居

的城市，无论投入有多大，都逃不过
“形象工程”的嫌疑。今年夏天频发的
极端天气，应该引起更多城市管理者
觉醒，如果不能真正建设一个为民、
惠民的城市，无论多么光彩的城市形
象都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表面光”。

也有一些城市的天气灾害本来不
应该如此严重，但是因为城市规模庞
大，从而放大了极端天气的危害。今年
夏天对“火炉城市”的议论比较多，无论
排行榜有几种版本，总的来看同一区
域大城市要比小城市热。在上海、杭州
这些规模很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市
民尝到了“热岛效应”的厉害，但是又无
处可逃。城市规模过度膨胀，各种“城市
病”的发生几乎无可避免。唯有合理地
调节城市人口规模，才能避免“城市病”
的加剧。而严峻的现实是，各类优势资

源不断向大城市集中，人口也随之聚
集。个别城市也在有意识地提高城市
门槛，试图把外来人口挡在城外，但是
效果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更多的城市
却在憧憬“国际化大都市”或者“区域中
心城市”的梦想，总想着把自己的饼摊
得再大一些，把城市的发展片面地理
解为规模的扩张，而不是质量的提高。

“水深火热”的城市生活，是极端
天气的后果，也是城市生态环境的警
报，这些问题之前就已显现，以后或许
还将长期存在。疏通地下管道，提高防
洪能力，做好高温防护等工作，各地固
然还要继续做下去，除此之外，我们更
应该做好长期的规划，通过合理的配
置公共服务资源来引导人口的流动。
最终，以釜底抽薪的方式祛除各类“城
市病”。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城市“水深火热”还需釜底抽薪
极端天气只是特殊的考验，一些城市不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过是集中暴露了城市规划

和建设的缺陷。我们更应该做好长期的规划，以釜底抽薪的方式祛除各类“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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