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逐渐习惯批评的氛围

省长批省委书记“政绩观有偏
差”，常务副省长批省长“有点自满
和听不进意见，有主观主义”……
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专题民主生
活会犹如一石投水，在社会上引起
了极大反响。

省委常委之间不仅揭短亮丑，
还都摆在了桌面上，这次会议经过
媒体报道之后，确实给群众带来了
强烈的震撼。批评与自我批评是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特定
历史时期对发现和解决问题起到
过重要作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

这次把它作为反“四风”的武器，
事实证明同样行之有效。这次的
实践不仅有利于发现和解决问
题，也有助于营造批评氛围，让更
多的党员干部学会甚至善用批评
与自我批评。

中国共产党是追求民主的政
党，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
主是党的生命”，不断完善的各种
制度也体现了党内民主。但在一些
地方，违反党内民主的人和事还是
时有出现，尤其是一些“一把手”权
力过大，缺少监督，形成了独断专
行的“一言堂”，由此埋下了失误和
腐败的根子。如果每次党内生活都
能做到严格规范，有实质性内容，
不好的苗头就容易被及时发现和
纠正；如果班子成员之间都能出以

公心，红红脸、出出汗，为人处世存
在问题的人就很难一意孤行，也就
不会铸成大错。

其实，发现问题并不难，难的
是把问题摆出来。现在有不少人信
奉明哲保身的好人主义，不愿得罪
人，也不习惯当面批评，但更主要
的还是一些领导干部容不下别人
的批评，闻过则怒，睚眦必报。长此
以往，民主气氛就会日渐稀薄，党
内生活就会流于形式，只能在表面
上营造“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有
制度，无实践，再好的制度也只能
停留在文本上。河北省委常委班子
动真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意义不
仅在于发现了几个问题，更在于用
实践激活了批评意识。一旦批评和
自我批评形成习惯，就会自然而然

地营造出批评的氛围。唯有在批评
的氛围中，才能一点一滴养成良好
的民主作风，才能脚踏实地走进群
众。

如果一名领导干部连班子成
员的批评都容不下，恐怕也很难接
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只有习惯了
党内的批评，才能真正放下身段，
倾听不同的声音乃至尖锐的批评。
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专题民主生
活会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原因就在于群众由此看到了更大
的希望，希望这个经验能在各地推
广开来，从而使更多的党员干部习
惯于被批评。当群众的批评也能让
各级党员干部脸红出汗时，“把权
力关进笼子里”就会成为看得见的
现实。

一旦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习惯，就会自然而然地营造出批评的氛围。唯有在批评的氛围中，才

能一点一滴养成良好的民主作风，才能脚踏实地走进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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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爆料，今年以来，已有130多个中国文艺团体和个人登上
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但真正的观众寥寥无几。记者调查发现，与
维也纳的其他许多音乐厅一样，金色大厅是一个按照商业模式运行的
演出场所，并非媒体炒作下的“世界音乐圣殿”。只要肯掏钱，一切都好
说。若以炒作为目的，相较于在国内接受培训或包装，登上金色大厅舞
台“镀金”的性价比要更高。(据新华社报道) 漫画/张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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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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元森

各方高度关注的李双江之子李某某等人强奸案26日上
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被告
人李某某有期徒刑10年。

自今年2月案发以来，这起案件便进入公众视野，尤其
在进入司法程序以后，更是波澜不断。26日的判决，能否回
应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从这起涉及名人子女的案件中，
人们又能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公正的司法

不被舆论左右

娄士强：昨天上午，备受关注的
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一审宣判了，
被告人李某某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十年。从今年2月份关于这件案
子的消息爆出到一审判决，7个多月
的时间过去了，事情算是告一段落
了。

马云云：由于李某某父母的特
殊身份，曾有人担心这件事会不了
了之，案件的每一个进程都受到舆
论的关注。包括刑拘、批捕、公诉、提
审、开庭，到宣判等等，每一个重要
的节点都有媒体在做相应的报道。

赵丽：这也不奇怪。即便是在国
外，明星的孩子卷入到刑事案件当
中，也会受到关注。该案进入公众视
野后，律师、当事人家属、专家、媒体
都频频发声，众声喧哗甚至让人无
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事实
真相的渴望特别强烈。

娄士强：不同的人落脚点不同，
获取的消息不同，对法律的理解能

力也不一样，自然会对案件本身产
生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存在争议
的舆论环境，恰恰是法院以及司法
人员必然要面对的现实。

赵丽：在声音繁杂、波澜不断的
情况下，法院办案更应该遵从法律
和事实，不被其他原因左右，案件审
理也更应尽可能公开透明，尤其是
要把辨法析理的过程讲清讲透。当
然，李某某案因涉及未成年人和受
害人隐私，确实有不宜公开的内容。

马云云：在我看来，司法活动既
不能受到涉案人员不同身份的影
响，也不应被社会舆论所左右。越是
有争议的案件，越考验司法人员的
专业水平。这些争议以及法院最后
的判决，对公众来讲，也是普及法律
常识、培养法治思维的“课堂”。

法院公开信息

打消了公众疑虑

马云云：任何社会关注度高的
案件，都不可避免要接受来自社会
舆论的“考验”。在这一案件中，法院

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公开，25日下
午就通过官方微博向媒体发出“邀
约”，欢迎媒体参访。

赵丽：在尊重未成年人和受害
者隐私权的前提下，法院对社会舆
论关注的几个疑点一一作了解释。
为回应社会关切，有关人士还做客
网站直播的访谈。这些行动有助于
消除公众对案件审理的种种猜测，
是值得肯定的。

娄士强：我仔细看了一下法院
宣判后公布的消息，对案件的要点、
宣判的结果、法律依据等都做了充
分的说明。从现在公布的信息来看，
法院的审判确实是有理有据，让人
信服。包括之前有人担心李某某的
特殊身份会影响到判决结果，这种
疑虑也可以打消了。

马云云：从整个司法过程来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体现得很
明显。包括正在审理中的“丁书苗
案”、“龚爱爱案”，都是在告诫一些
人，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出身，
掌握多大的权势，只要触犯了法律
的底线，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赵丽：当然，案件至此并没有完
全结束。按照李某某家人此前的表
态，对于这个结果他们会提起上诉，
这也是李某某作为被告人应有的权
利。如果有上诉环节，我们也期待二
审法院能够更多地澄清疑点，拿出
使人更加信服的判决来，让该案不
留下任何尾巴。

教孩子认错改错

也是父母之爱

娄士强：回到这个判决结果本
身，十年的刑期对一个不满十八岁
的年轻人来讲，是非常巨大的考验。

也有人为他感到惋惜，这个年幼时
就表现出艺术才华的孩子，竟然走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从他的成长历
程中，其他的家长是不是也能吸取
点教训？

赵丽：在案件调查期间，李某某
的母亲坚称其子无罪，并为之上下
奔走。做母亲的不希望看到孩子遭
遇牢狱之灾，这很容易理解，但反复
强调“孩子本性很好，只是外面的世
界诱惑太多”，暴露出她是缺少反思
的。

马云云：事实上，李某某案之所
以如此受关注，还因为他犯有前科。
养育出这样一个孩子，做母亲的没
有一点反思，让人难以理解。任何人
都不可能一生坦途，教会孩子认错、
改错，远比一味袒护要更负责任一
些。

娄士强：过分强调“诱惑太多”，
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有网友就问，为
什么别人的孩子没犯这样的事呢？
要知道，越是处在有负面影响的社
会环境，越要努力向好的方向引导
孩子，家长的任务也就越艰巨，这是
无法推卸的。

赵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
深远。”作为父母，首先要培养孩子
的规则意识，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
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相比之下，
出国留学的资格也好，送豪车当生
日礼物也好，都是次要的。如果连最
基本的规范都做不到，过分的物质
很可能起到反作用。

马云云：的确，父母爱孩子，不
是光给他好的物质条件，更要关
注孩子的精神世界，关注他的人
格养成。希望能够通过法院的公
正判决，通过法律的矫正作用，引
导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孩子，走上
正确的道路。

没有户籍改革就没有真正的城
镇化。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向城市的
集中与陈旧的城乡二元体制产生激
烈矛盾，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
作却不被当做城市人口对待，不能
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这
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城市的虚假繁
荣。当然，自去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
通知》发布以来，地方上的户籍改革
实践不无成效，但大城市仍是改革
难以攻克的难关。

不同规模城市改革进度的不
同，根本原因是经济驱动因素的不
同。近年来人口迅速向经济机会丰
富、基础设施完善的大城市集中，大
城市户籍的“含金量”加大。因为户
籍主要关涉的并非人口登记而是其
上附着的身份特性与待遇差别，在
分税制模式下地方政府承担的财政

压力让其变得谨小慎微。在各种现
实条件限制下，大城市户籍改革也
许不得不走渐进路线，但大方向必
须是继续缩小城乡人口、本地人与
外地户籍常住人口之间的权利、利
益差距。

大城市户籍改革难，是政府过
度主导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
均衡、歧视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公
民权利保障弱综合起来导致的恶
果，但无论是政治上的平等原则，还
是经济上释放中国劳动力要素潜力
的需要，都要求该项改革必须迎难
而上。长期需逐渐改变公共投资向
大城市倾斜的状况，促进地域经济
发展平衡，让经济力量来冲破制度
壁垒。而“根本没有办法改革”之说，
或者是一种失败主义的宿命论，或
者是一种推脱改革责任的借口。(摘
自《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刘波)

“李某某”的身份没有成为保护伞

大城市户籍改革须知难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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