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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检察机关和法院会有哪些大动作

严严查查““村村霸霸””和和宗宗族族恶恶势势力力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错位”频出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
生于江苏常州，那时还是清朝
光绪年间，他的一生经过了晚
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是

“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
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
的一个缩影。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
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
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他
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
又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
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
往日本留学。

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
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
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在此后
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
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
职。解放后，放弃了海外优裕的
生活，毅然选择回国，并在50岁
左右时，改行专职研究语言学，
又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有人将他的一生分了三个
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
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
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
以后，是启蒙思想家。但周有光
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
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大学
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
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
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
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
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
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

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
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
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
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
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
被指定研究语言；周有光从小
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
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
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
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
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
划几乎都打破了。”

26个字母干三年
百岁新作频出

1955年，周有光去北京参
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
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也正是
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
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
拼音之父”。

为了要给中国文字研究拼
音方案做参考，周有光研究世
界各国的文字。周有光也曾谈
及当年拟定方案的细节：“当时
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
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
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
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
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
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
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
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
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
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
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
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
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

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
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
技术性的不同。”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
的时间，从多方面研究之后才
定下来。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
汉语拼音在小学里开始推广。

此后的日子里，周有光并
没有躺在功劳簿上，80岁时，周
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
把80岁当作0岁，由此递加计算
年龄。1989年，周有光离休，继
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1991年，
周有光将关注的目光从研究拼
音、文字等转移到对文化学、时
代变化等问题的探索上，阅读、
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
写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据介
绍，周有光迄今为止出版的40
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大半是在
退休之后完成的。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提
出“终身教育，百岁自学”，从关
注语言学到世间万象，他对百
年洞见加以提炼和诉说，无疑
更透彻。100岁出版了《百岁新
稿》、104岁出《朝闻道集》、105
岁出《拾贝集》、108岁出《周有
光文集》，110岁时又有《逝年如
水——— 周有光百年口述》问世。

“我的身体状况还是好的，
只是年纪大了一些。年纪老了，

但思想不老。”2016年1月，周有
光111岁时说道。

“举杯齐眉”式爱情
惹人羡

周有光晚年遭受两次致命
的打击，一次是98岁时丧妻，另
一次是110岁痛失哲嗣周晓平。
当听闻八十多岁的儿子病逝，
他住进医院，几次被下病危通
知书。但是他有常人不具备的
生命力和定力，都挺过来了。周
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说，“表哥
去世对舅舅的精神折磨很大，
他身体变得虚弱了，人也清瘦
了。出院后，有时三更半夜想起
晓平表哥还是会哭。”

“任天荒地老，多情人不
老。”有媒体这样形容周有光和
张允和两人的感情。合肥张家
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
均出生于名门望族，在中国乃
至国外都赫赫有名，她们在书
香世家的熏陶中长大，学习古
文，国学，以及高雅的昆曲，还
深得新学精髓。张允和是“九如
巷的张二小姐”，自小便修得智
慧与灵气的心性。她年轻时有
一帧黑白照，眉目传神，鼻梁坚
挺，清秀的脸上透着一种韧劲。
气质脱俗，尽显大家闺秀风范。

她被人形容为，“年轻时她的
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叶
圣陶先生也曾欣羡地说：“谁娶
了九如巷的姑娘，谁就会幸福
一辈子。”

1933年，周有光娶了“九如
巷的张二小姐”，他在其《百年
口述》中，曾谈起两人长达八年
的恋爱过程。他说，与夫人是

“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
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
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
风大浪的恋爱”。古代夫妇“举
案齐眉”，如今人们很少有案
了，这对老顽童，就发明了“举
杯齐眉”。“我们两个上午喝茶、
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叫
举杯齐眉。这个小动作好像是
玩意儿，其实有道理，就是说夫
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周
有光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总结。

然而，生离死别总无情。
2002年8月，张允和因心脏病突
发先他一步而去，带着她的多
情走了。坐在床前的周有光一
直握着她的手不放，不愿她离
去。一向豁达的他难以自抑，他
说，“我的半边天塌了”，他将昔
日二人喝茶举杯的几椅换成沙
发，固执地不再使用卧室，每日
在书房蜷腿而卧。 据人民日
报、央视、法制晚报等

非监察体制试点地区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记者14日从全国检察长会
议上获悉，检察机关将加强对
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监
督，探索在主城区、城乡接合
部、刑事案件高发区域公安派
出所设立驻所检察室（官），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市县公安局
设立检察室。

“刑事检察监督是检察机
关的核心职能之一。”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这次会
上表示，要深入贯彻刑事诉讼
法，强化对刑事立案、侦查、审
判、执行和死刑复核的监督，更
好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

据了解，去年检察机关着
力强化检察监督，从申诉中发

现了新疆谭新善案、甘肃“沈六
斤”案、天津李松案、吉林刘吉
强案、安徽杨德武案等重大冤
错案件，并向人民法院提出抗
诉或再审检察建议，推动纠错。
还开展了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
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核查
出11379人，已督促纠正6381
人，其中收监执行5062人。

记者了解到，检察机关将
加大对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力
度，严惩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
败犯罪。此外，最高检14日还要
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党
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部
署，试点地区要配合做好转隶
和衔接工作，非试点地区要持
续保持惩治腐败犯罪高压态
势，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
工作不断。

对广泛关注的校园欺凌案
件，曹建明强调,要依法处置校
园欺凌和暴力涉及的刑事案
件。积极参与校园欺凌专项治
理,对犯罪性质和情节恶劣、手
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
依法惩处,对校外成年人教唆、
胁迫、诱骗、利用在校中小学生
违法犯罪的,必须依法从重惩
处。

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分裂国家等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14
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
上表示，今年，全国法院要按照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
安全、制度安全的要求，严厉惩
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
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最高

法院要求，要深化反邪教斗争，
加大对“法轮功”、“全能神”等
邪教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防
止邪教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突
出因素。

今年是最高法院收回死
刑复核十周年，死刑复核在实
现司法公正、切实保障人权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高法院
要求，继续严格控制和慎用死
刑，确保死刑适用于极少数罪
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最高
法要求，要坚持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
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做到宽
严有据、罚当其罪。“要从聂
树斌案等冤错案件中深刻汲
取教训，强化源头治理，健全
冤假错案防范机制，坚决守住
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周强
表示。

2016年，全国法院依法审
理了令计划、苏荣、白恩培、周
本顺等一批重大职务犯罪案
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已宣判中
管干部职务犯罪案件60件。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求，
2017年，要严格执行《刑法修正
案（九）》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依法严惩腐败犯罪。

“要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腐败犯罪，既打‘老虎’、又拍

‘苍蝇’，严厉惩处基层惠农政
策实施、土地征收等过程中的
职务犯罪，以及基层执法活动
中的渎职侵权犯罪。”周强称，
要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
度，特别是要严惩主动行贿、多
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

“围猎”干部等行为，切实减少
腐败犯罪。

据新华社、央视

去年检察机关查出11379人“判了刑没坐牢”，党的十八大以来，法院已宣判中管干部职务犯罪案件60件，今年检察机关和法院还会有哪些大动作呢？14日
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给出了答案。

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
年112岁。就在13日，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
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
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
后，是思想家。有评价称，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

“拼音之父”周有光辞世，享年1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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