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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容“劫”，极端行为难有好结局

18日凌晨，青岛莱西发生一起
持刀劫持儿童事件。在解救人质的
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因不听警方劝
阻并欲加害人质，被警方果断击
毙。(本报今日A04、A05版)

目前尚不清楚犯罪嫌疑人是
出于什么动机劫持儿童，但是从他
被击毙前的疯狂行为看，失去理智
的他已经严重威胁到被劫儿童的
生命安全，被击毙完全是咎由自
取。当然，每个生命的离去都是一
幕悲剧，我们在为人质安全获救感

到高兴的同时，也当深思如何避免
类似悲剧的发生。

劫持事件最终以嫌犯丧生为结
局，血淋淋的现实也警示世人，劫持、
绑架都属于严重的暴力犯罪，无论有
什么理由都不能踩这条红线。如果为
了谋取私利或者发泄私愤随意跨越
这条红线，就必然会先把自己推到最
危险的境地。所以，每个人在处理利
益之争或者感情纠纷时都要绷紧法
律这根弦，不要幻想以极端、非法的
行为解决问题。6月10日，湖北潜江也
发生了一起校园劫持事件，犯罪嫌疑
人也是被当场击毙。事后媒体推测，
嫌犯或许是因为宅基地纠纷走上了
犯罪道路。无论什么样的利益诉求，
试图以生命为代价去解决，必然是因

小失大。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近期一些

地方劫持或绑架人质事件频发，已经
有多名嫌犯被警方击毙。其中，不少
犯罪嫌疑人都有盗窃、寻衅滋事等犯
罪前科，他们之所以敢无视警方劝
阻，或许与平时的为所欲为有很大关
系。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些嫌犯其
实也错失了生存的机会，究其原因或
许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那就是
自以为警察不会也不敢开枪。现在，
不少人法律意识淡薄，在警察正常的
执法过程中无视警察的权威，更有甚
者还敢辱骂、袭击警察。在诸多劫持、
绑架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警方都有过
劝阻或警告，但是很多嫌犯并没有认
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最近，针对反恐

维稳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全国公安机
关开展了依法使用武器警械专项训
练活动，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遇到突发事件时，警察应当迅速
准确地判断使用枪支的时机。这将纠
正过去一些地方基层民警不愿用、不
敢用、不善用枪支的问题。依法用枪
是警察的权力，公民要更好地维护自
己的权益，也应当树立法律至上的观
念，尊重警察执法的权威。

劫持、绑架事件频发也给一些地
方的相关部门提了醒，把矛盾和问题
化解在萌芽中是最好的应对方式。就
之前发生的多起事件看，不少犯罪嫌
疑人的劫持或绑架都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积怨已久。这些问题如果及时得
到重视，悲剧并非不可避免。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自我治理是市场主体与生俱来
的本能，它会不断地同其他市场主体
协商、谈判、妥协，以解决冲突和纠纷。

在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建
湘看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就是强调市场主体自我治理
起决定作用，政府权威起到的是
辅助性作用。

如果只是在招生广告中一味卖
萌，而不触及问题要害，最终还是会

让公众产生审美疲劳。
时评作者毕舸撰文称，高校的

主要社会价值在于为年轻学子创造
更加开放、自由的发展和创新空间，
只有在学术本位、教授自治等社会
疾呼多年的改革领域有了质的突
破，高校新形象才能自然而然地被
公众所接受。

葛一语中的

□张刚

从6月18日起，省人大常委会组
织省人大代表，在临沂集中培训，由
相关专家对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作
介绍，并辅导代表们更好地开展对
预算决算的审查监督工作等。笔者
以省十二届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
了此次课程培训。(详见本报今日
A09版)

长期以来为公众所诟病的是，
部分人大代表成了“花瓶”，拿到财
政预算、决算报告，完全是“眼前
黑”，像读天书般看不懂，更别说提
出有力的质询案了。虽然有些代表
敢说敢批评，却批评不到点子上，批
得虽狠，但不准。此次培训，正是要
解决“眼前黑”的问题。

存在“眼前黑”，说到底还是素
质和能力有问题，能力的高低关系
到能否真正反映民声民意，能否真
正履行代表的职责。代表们来自各
个不同的群体，广泛代表着社会各
个方面，在参政中不仅要熟悉社情
民意，更需要对民族、宗教、经济、法

律、文化等问题有宏观的把握，这一
切都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度以及实
践经验。

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代表参政议政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求。像今年5月底，省人大常委会推
出了“专题询问”，下一步有可能让
代表们也参与到专题询问中来，这
对代表们的参政议政能力确实是个
考验。仅在开会时糊里糊涂地举举
手恐怕行不通了，及早增加自身的
参政智慧，才能应对这种种挑战。

现在，省人大常委会不断完善
各种制度，增加对代表的培训并安
排闭会期间的各项调研，通过多种
形式加强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可以说，履职的平台越来越好了，关
键看代表们如何去做了。期待全省
的省市区13万人大代表，在提升自
身素质的基础上，充分了解民情、集
纳民智、反映民意，及时、随时、准确
地将问题建议提交到省人大或各个
职能部门，真正发挥出代表应有的
作用。(作者为本报记者、省十二届
人大代表)

“代表”监督政府，要严更要准

一味“变通”，终将“变痛”

葛齐鲁视点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我们在为人质安全获救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当深思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依法用枪是警察

的权力，公民要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应当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尊重警察执法的权威。

□王聃

我国公积金制度已经走过了
十多年的历程。最近几年，因其缴
存覆盖面、提取门槛等问题，民众
要求对其修改完善的呼声越来越
高。事实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的修改已历时数年，至今仍未
完成草案稿。专家透露，“相关条
例修改缓慢缘于利益博弈。”(6月
18日《新京报》)

无论是“沉睡”的还是异化为
特定人群福利的公积金，都违背
了这一制度的初衷。通过规则修
订来还原公积金制度本身的保障
性和使用效率，就愈加具有必要
性。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
出现“利益博弈”实属正常，如果
能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置于博弈

平台，在角力中形成更公平的社
会规则，也是一件好事。

不过，观察此前的《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又陷入了一
种“部门会谈”的误区。这亦是
公众并不陌生的单向度改革：
博弈局限在政府机构之间，改
革很容易被部门利益所阻碍，
一旦各方争执不下，或是固守自
身的利益，条例修改缓慢就成了
很自然的事。

2014年，在住建部部署今年
系统主要工作时，条例的修改被
再次列入。此次提出的要求是，

“继续开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的修订工作，尽快上报国务院
法制办。”——— 尽快上报国务院法
制办固然令人期待，但对于条例
修订，眼下最重要的在于努力让
其成为一场公开的博弈，通过公
众的参与，通过社情民意的表达，
为突破部门利益增添动力。

公积金改革难缘于“关门博弈”

葛媒体视点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
风”行动以来，有些单位的开销没
有明显减少，很多情况下都是将
餐饮费报销成了办公用品，这层

“窗户纸”大家都不愿意去捅破。
看来，“变”而又“通”的衣钵

被某些人“继承发展”了。明明是
公费旅游，却从未发现旅游费开
支，“旅游”二字早已被变通为“考
察”了。“回扣”一词说得多么难
听，变通一下就说成是“劳务费”，
既自然又动听。谁不知受贿是犯
罪，但是变通一下，堂而皇之地说
成是介绍费、手续费、咨询费不就
行了？于是，便有人敢拿，而且拿
了也不感到心虚后怕。

在有些场合，能变通、会变通、
敢变通成了一种时尚和“智慧”。说

白了，变通就是钻空子、打擦边球，
就是把现有的规矩和约束摆脱掉，
达到自己的目的。变通实际上成了

“歪嘴和尚”，把国家的政策念歪
了，把中央的精神唱空了，损害了
群众利益，损害了执政基础。

其实，许多为官者都知道当
今的变通是一块遮羞布，但由于
私心膨胀不能自律，不能尚节守
廉，便无视党纪国法，自欺欺人地
变黑为白、变恶为善。殊不知，变通
绝无通路，紧随着变通的便是变
质、变节，最后变成人民的罪人。此
时“变通”已“变痛”，有的痛哭流
涕，有的痛打耳光，还有的痛碎了
父母和妻儿的心，但为时已晚，值
得所有党员干部引以为戒。(摘自

《经济日报》，作者张裕新)

企业发展，首先要虑及成本。
就生产成本而论，如果劳动力价
格相对低廉，却急吼吼地引进价
格昂贵的先进设备，能合算吗？此
外，就社会管理成本而论，大量的
富余劳动力无业可就，又会带来
什么后果呢？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来说，扩大就业，须臾不能放松。近
些年，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
高，很多地方适时推动了农村土地
流转，有的种田大户，一家耕种了
全村土地，农村大量劳动力释放了
出来。东部沿海一些工业发达地
区，随着“机器换人”的推进，用工
越来越少。如此两相夹击，中西部
一些地方的就业矛盾就日益凸显。

这些年，不时听人喊“减员增
效”。试想一下，如果社会财富没

有大的增加，经济总量没有大的
提高，减人后，就算企业的效益上
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社会
贫富悬殊越拉越大、社会治安越
来越差，到头来，我们的行政成本
不是越来越高吗？

因此，我们提倡条件具备的
地区，适时推动“机器换人”。同
时，还要劝告那些条件不具备的
地区，多考虑考虑就业岗位、考虑
考虑民生，才是当务之急。(摘自

《人民日报》，作者王慧敏)

“机器换人”切忌一窝蜂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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