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给广场舞者出了一道题

随着高考临近，不少地方的城
管部门对广场舞展开了劝阻等执法
活动。在北京丰台十二中附近的广
场上，大妈们在城管走后选择调低
音量继续进行；而在甘肃兰州东方
红广场，城管人员却遭到了大叔大
妈们的围攻。

近年来，因广场舞引发的矛盾
时有发生，在全社会都为高考“保
驾”的氛围之下，这种矛盾看上去更
为尖锐。不听劝阻甚至公然与执法
者对抗的“舞者”们，显然没把广场
这一公共场所应有的秩序放在眼

里。围绕广场舞的矛盾冲突，也只是
公共意识缺失的一个缩影。

不知从何时起，广场舞开始占
据城市的每个角落，就连城市里的
公园、社区门口的空地甚至繁华地
段的人行道，都没能“幸免于难”。除
了广场舞方阵对这些公共空间的长
时间占用，噪音扰民等问题也随之
而来，时常有居民与广场舞者发生
小规模冲突。温州某个社区的业主，
还花二十多万买来音响，对广场舞

“以噪制噪”。因高考临近引发的几
件事，与以往的冲突并无本质区别，
只不过赶上了为高考营造良好环境
的氛围，才使得矛盾升级了。

事实上，广场只是城市中公共
空间的一个缩影，类似的地方还有
很多。无论是饭馆的一片喧闹，还是

道路上的一口浓痰，很多不文明甚
至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他人权利的
行为，成为公共空间里常见的现象。
前几天，上海的一座由小黄鸭组成的
大鸭梨雕塑，就遭到了路人的“拔
毛”。看来，确实有部分人，一直没能
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的习惯，越是需要
靠人们的自觉或是道德力量来维护
秩序的公共空间，问题就越显得严
重。相对而言，广场舞之所以备受争
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舞者们的集体
力量，在具体冲突中更为强势罢了。

随着城市的扩展和人口的增
加，公共空间的秩序缺失开始影响越
来越多的人，面对这些问题，解铃还
须系铃人。人们很容易发现，那些在
广场上“我行我素”的舞者，一旦离开
这个公共空间，其实也是友善的邻

居，或者慈爱的长辈。如果这些私德
也能延伸到公共空间中，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其实，面对这些看似无解的
矛盾，人们不妨多一些换位思考，在
自己享受生活的时候，对公众的权利
也多一些尊重。就拿广场舞来说，相
比跳舞健身这样的消遣，很多忙碌了
一天的人，想要的也只是一分宁静。
这个要求不过分，应该得到体谅，这
也是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或许该感谢高考这根指挥棒，
把人们对公共秩序的重视提到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正是这样的
氛围，让很多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凸
显出来。平常的日子里，人们也该做
些思考，自己是否也曾在公共空间
里“不自觉”过，又是否能为维护公
共秩序做点什么？

或许该感谢高考这根指挥棒，把人们对公共秩序的重视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让很多容易

被忽视的问题凸显出来。平常的日子里，人们也该做些思考，自己是否能为维护公共秩序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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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吴元中

近日，安徽高院作出终审判决，
此前两次被判无罪的宿州公安局褚
兰派出所民警马某，因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16年前，马
某与徐某发生冲突后找来肖某等三
人助阵，肖某将徐某刺伤致死。案发
后肖某等三人都被判刑，马某却两
次被判无罪，检察机关对此曾多次
抗诉。(6月5日《安徽商报》)

但凡正常之人，都知道马某与
人发生冲突后喊人到场是干什么
的，或者会发生什么后果，也都明白
其应当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而作
为谙熟法律适用之道的人民法官却
无视这种基本常识和逻辑，一次次地
宣告马某无罪，尤其在其潜逃十多年
后被抓获的情况下仍然判决无罪，不

能不让人怀疑其中存在什么私弊。
对这种违反常理且无法用“对

法律理解不一致”就能解释的错案，
既然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
决已经落地，相关部门的追责程序
就应跟上。特别是，中央政法委已经
明确提出实行错案终身责任制，要
对每一件错案严厉追责，这就要求
在一起案件被确定为错案之时，及
时启动追责程序，并且把那些影响
较大案件的调查或者追责情况向社
会公布。

对于那些明显的错误判决，其
前因后果都需要调查清楚。只有给
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并对有关责
任人依法依纪追责，才会使人民群
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同时也有助于司法机关赢
得人民信任。

治本无非是推动户籍间的平
等；治标需多关注外来人口进城以
后的就业和子女受教育等待遇问
题，消除各种歧视。

北京高院发布报告显示，在过
去的一年，北京未成年罪犯中非京
籍未成年人犯罪占65 . 3%。中国政
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
中心主任皮艺军认为，受到歧视所
产生的失衡感，是外来人口犯罪的
重要原因。

没有一套完整的规范框架，光
靠行政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近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
凯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从国家

层面上讲，建立网络管理队伍非常
必要，但法治才是未来我国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的立足之本。

私人资本肯定是要逐利的，关
键是怎么样保证这些行业具备有足
够吸引力的投资回报。

在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朱海斌看来，当前一些公共领域对
民间资本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地方政府出现了资金缺乏的困境。
只有让民间资本尝到“甜头”，才能
算作有效的、成功的“开放”。

葛媒体视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
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是正常现
象。我国房地产市场从2001年开
始繁荣，2007年稍有调整，2008年
很快再次繁荣起来，甚至一度出
现过度繁荣。

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的周
期性比较强。美国、日本房地产由
繁荣期转入调整期大体在6年左
右，而我国此次房地产繁荣期已超
过6年。当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房价涨过头的时候，就会或早或晚
转入调整。再看房价水平，我国许
多城市的商品房售价不仅大大超
出国际通用的房价收入比，也大大
超出一般居民的承受能力。由此可
以作出判断，眼下我国房地产正在

由繁荣期逐渐转入调整期。
至于在调整过程中会否出现

崩盘，现在看来可能性也不大。因
为我国年轻人购房形成的刚性需
求一直比较稳定，城镇居民追求
居住条件不断改善的传统消费观
念一时不会改变，新型城镇化在
未来几年仍将持续推进。同时，由
于住宅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如
果房价跌多了，就会相应提升投
资价值。再就是房地产调控政策
能够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也能阻
止其过快下滑。这一点，从央行实
行差别化住房信贷，到一些城市
对限购政策的微调，均可见端倪。
(摘自《经济日报》，作者阎卡林、
马志刚)

据不完全统计，在2014年各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写到
要申报自贸区的有20多个，这还
不包括广西凭祥沿边自贸区等。
这么多地方扎堆申报自贸区，不
免让人联想到多年前的开发区
热。如果不及时叫停自贸区申报，
就有可能重蹈过去开发区热的覆
辙。

开发区最早诞生于上世纪80

年代初，各级政府批准设立的经
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
最多时高达6800多个。尽管各类
开发区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一定
贡献，但乱象频出，严重过剩。对
此，有关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清理，
逾七成开发区后来被撤销。所以，

自贸区绝不能先热再撤。
虽然自贸区与开发区有本质

区别，但对自贸区热必须警惕。尤
其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去年8月才获得国务院正式批
准，目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
级阶段，还没有摸出经验来，在这
种情况下出现自贸区申报热，显
然不够谨慎和理性。有关方面紧
急叫停申报是明智之举。

紧急叫停自贸区申报热，等
于给热衷于此事的地方政府及时
泼了一盆冷水，提醒申报自贸区
的相关地方政府重新审视自己的
观念，不要把自贸区当成新一轮
政策洼地和招商引资利器，更不
要把自贸区当成一个政绩工程。
(摘自《法制日报》，作者张海英)

终审改判落地意味追责开始 中国楼市，调整而非崩盘

谨防自贸区重蹈开发区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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