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卷入“嫖娼门”的湖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张军，已经被
提请依法免去庭长职务，停止工
作，并将被依纪做进一步处理。此
事引起轰动是因为12月8日在网络
上出现的一个帖子，第二天晚上官
方就有了处理结果，反应也算迅
速。但是，群众在为网络反腐取得
新成果叫好的同时，也对湖北高院
的两次截然不同的回应感到费解。
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究竟是源
自调查的进展，还是因为盖子实在
捂不住了才忍痛切割，确有必要探
究一番。

12月8日，张军被网络帖子曝光
“嫖娼”后，在网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因为之前上海高院已经发生过法官
集体嫖娼案，群众好奇的是哪个法
官会有这么大的胆子重蹈覆辙。但
是这篇题为《网爆湖北又现法院嫖
娼门》的帖子，很快就被辟谣了，官
方回应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副院长均无此人。这个回应惜字
如金，异常简短，但角度之刁钻却称
得上“大巧不工”。回应没有说在湖
北高院“查无此人”，而是说湖北高
院院长和副院长里面没有叫“张军”
的人。这种回应抓住了网帖的局部
失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既回应
了舆论，又掩盖了问题。如果这个帖
子没有惊动湖北省纪委，被贴上谣
传标签之后或许很快就石沉大海
了。如果湖北高院将来有意反攻一

手，还可以追究一下发帖人的法律
责任，比如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偷情
被解读成了“嫖娼”，严重损害了湖
北高院的声誉。

因为湖北省纪委介入调查，身
居湖北高院庭长职位的张军当天就
被查出了问题。然后，官方马上又有
了第二次回应，“查无此人”成了“确
有其人”。虽然目前的信息证明官方
的第一次回应也没有撒谎，但是“查
无此人”的笑话已经像一个“飞去来
器”打到了信息发布者的脸上，尴尬
是不言而喻的。

在“多情”法官张军被处理之
后，群众有必要追问几句，湖北高院
最初究竟是怎样对待那篇网帖的？
他们是在字里行间找问题的线索，
还是拿着放大镜只看举报帖有几处
失实？如果不提职务，说到“张军”，

湖北高院真的就想不起他是何许人
也？这些问题其实不需要湖北高院
再做回应，群众心中有数。湖北高
院在做出最初的反应时未必不知
道该院张军出事了，只是本能地觉
得这个事可能会成为整个湖北高
院的丑闻，然后就习惯性地想捂住
它。遇到问题能捂则捂，捂不住再
切割，这种应对舆情的套路之前曾
被很多部门用过，并无新意。让群
众惊奇的是，省级司法机关竟然也
这样，避实就虚，吹毛求疵，全无对
法律和真相的敬畏。相比于一个法
官的男女作风问题，湖北高院对网
络监督和舆情的态度更值得深思
和追究。否则，这次的网络反腐胜
利也只是一个偶然，更多的人可能
要为局部失实背上“造谣”、“污蔑”
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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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公民论坛

□张国栋

辽宁省环保厅近日首次对8个城
市开出总额5420万元的“雾霾罚单”。
据称，这些罚缴资金将全部用于蓝天
工程治理环境空气质量。

治理雾霾，第一责任人无疑应该
是政府。但政府用什么缴纳罚款？是否
到头来还是全体纳税人买单？断不该
如此。

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
方政府防治不力、作为不够。从这个意
义上说，真要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就不
如在细化经济处罚的同时，进一步改
进行政追责制度。哪里不达标，就直接
拿哪里的政府官员是问，罚款也好，问
责也罢，要具体到责任人而不是全体
纳税人。这注定要比笼而统之的“雾霾
罚单”更直接更有效。因为一旦“只要花
钱就可以摆平”，责任人断然不会真的
当回事，何况这钱还是来自全体纳税人
的纳税。即便是“排污大户”来承担，也
会落入“花钱买排放指标”的窠臼，重回
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显然，仅仅开具

“雾霾罚单”还远远不够，关键要在政绩
考核中给地方官员戴上金箍。不妨把

“雾霾罚单”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以罚款
数额折抵相应的分数，从而对官员形成
真正的威慑和激励。

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
确将延迟退休年龄之后，国家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
义近日表示，中国将采取渐进式
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降低对当
期就业状况的影响，以实现平稳
过渡。这或许意味着此前颇受瞩
目的延迟退休已经进入技术讨论
环节。

渐进式推行延迟退休改革在
国际上多有先例。比如，美国在
1983年就通过法律要将退休年龄
从65岁推迟到67岁，直到2000年
才真正开始实施。而且，推行的步
骤也非常缓慢：2003年，年满65岁
的职工将延长工作两个月；2004

年，年满65岁的职工将延长工作4

个月……如此直至2015年，退休
年龄被延长到67岁。学界的普遍
解读是，这样可以让人们有充分
的时间准备和心理预期，同时最
大限度地降低对当期就业的影
响。相比而言，目前国内的形势既
有老龄化等普遍性，更有极大的
特殊性，充分认知特殊性是畅通
改革之路的基础。

审视而言，目前国内的一个
重要特点，就是相对“初级阶段”
的社保体系建设和持续加速的老
龄化并行。正如中国乡村规划设
计院院长李昌平教授日前在做客
新华网访谈时谈到的，“我今年50

多岁，等到我60多岁领养老金的
时候，中国大概有4 . 5亿的老人，
可是给我们缴养老金的人口会急
剧减少，因为我们现在的家庭结
构是 4：2：1，在这样的人口结构
下，工业化已经接近尾声了，人口
也老化了，但是我们的社保体系
并没有太多的积累。实际上后面
交钱的人很少，领钱的人很多，这
种情况可能是史无前例的难题。”
回顾此前的相关讨论也不难发
现，一些人对延迟退休政策的主
要顾虑，恰恰就普遍集中在养老
金上。比如，很多人认为延迟退休
仅仅是为了缓解养老金压力，延
迟退休也就意味着“多缴几年养
老金的同时少领几年退休金”。

显然，如果没有相关的养老
金缴纳和支取政策调整，必然会
让一部分人单纯从字面的意思上
解读延迟退休，进而得出“一进一
退”的双向吃亏结论。尽管延迟退
休改革实际包含了人口结构、劳
动力供求变化、产业结构优化、就
业政策调整、社会公平取向等诸

多综合因素，仅仅从社保的角度
考虑未免片面和狭隘，但养老金作
为与普通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
点，受到更多的关注也实属必然，
尤其是在社保金的监管和使用尚
不透明的现实背景下，人们也完全
有理由表示怀疑和担忧。从这个角
度上讲，也只有充分解答公众的普
遍疑惑，这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
利益的改革，才有可能凝聚更多
的共识，得到更多的支持。

这就要求技术设计环节必须
有充分的考虑和统筹的规划，在
推行延迟退休的同时完善和强化
养老保险激励机制。比如，提高延
长缴纳养老金年限后的“收益
比”，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继续适
当拉大不同缴费年限的养老金领
取标准，让延迟退休者真正从劳
动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而不是一
味“牺牲”和“奉献”。同时，加速推
行养老“双轨制”改革，取消公务
员群体福利养老制度，纳入社会
养老体系，实现养老体系的公平
待遇。唯此，才能最大程度地打消
民众对延迟退休的疑惑，认同政
策的调整。若说实现平稳过渡，这
才是真正的基础。

在渐进中打消对养老金的顾虑

“查无此人”是对举报的吹毛求疵
遇到问题能捂则捂，捂不住再切割，这种应对舆情的套路之前曾被很多部门用过，并无新意。让群

众惊奇的是，省级司法机关竟然也这样，避实就虚，吹毛求疵，全无对法律和真相的敬畏。

不妨把“雾霾罚单”

纳入政绩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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