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日 6 时左右，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前进东路一景城市花园酒店发生火灾，8时

50 分大火被扑灭。截至 15 日凌晨 1 点，火

灾事故已造成14人死亡。起火建筑原属襄

铁工程公司，附近为该公司的职工楼。着

火时，看门的师傅袁先庆拿来一架木梯，和

群众一起，从现场救下 10 多人。据在场群

众介绍，最近的消防队离事发地点只有5分

钟的路程，“消防车至少半个小时后才赶

到”，并且未带云梯。（本报昨日15版）

一场清晨之火，吞噬十几条人命。在

这场大火之殇中，诸多漏洞值得刨根问底：

一是事发地点距离最近的消防队仅 5 分钟

车程，而当时又值早上6点，并非上班高峰，

消防车为何半个小时才赶到？二是面对楼

房火灾，专业消防队员为何首次赶到时未

带云梯，是经验不足还是不经意遗忘？三

是起火的网吧位于五层楼的二楼，消防安

全可谓十分重要，它有没有办理消防安全

许可证？如果有是怎么取得的，消防部门

又是依据什么颁发的？四是消防栓是扑救

火灾的重要消防设施之一，关键时刻怎么

会没有水？

王文武

襄阳大火之殇
烧出“消防软肋”

办公“迷魂阵”是服务“躲猫猫”

到底是何原因使百姓与

政府之间的沟通之门，变成了

一扇“难进的门”？愚以为，主

要有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是

源于“不自信”，由于工作中存

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贪

腐现象，不敢直面群众，怕群

众揭短；其二，是源于“能力不

足”，面对群众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时，不能迅速拿出化解措

施，缺乏应对突发问题的能

力；其三，是源于“权力的傲

慢”形成的“懒政思维”和“不

作为”习惯，一些公务人员工

作作风飘飘然，常抱着“不做

事就不会出事”的思想，因此闭门休息“不找事”。

这些原因，都不能成为为“门难进”开脱的理

由，更不能掩盖“门难进”背后所反映的问题。设

置障碍不让群众进门，人为地拉开政府与群众的

距离，容易使群众产生猜忌、失去希望，甚至产生

敌对情绪。长此以往，更容易让群众失去对政府

的基本信任，使政府失去民心，可以说，这些“难

进的门”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在现实中，

拆除这些“难进的门”却并没有那么简单。比如，

这次中央下大力气推进落实“八项规定”，可一些

地方还在为前来办事的群众设置“迷魂阵”。

现代政府的大门应当向民众敞开，这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必然，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我们是人民的政府，权力

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现阶段，政府机关应当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通过“改门风”来实现转作

风，真心为群众服务，不要让群众再碰壁了。

时事
乱炖

中央关于改进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已

经发布了一段时间，

各级政府正在认真

落实。但现实却不

容乐观，一些地方的

政府机关“门难进”

的 现 象 依 然 存 在 。

比如，在广西柳江县

某局领导办公楼层，

房间牌子上一律只

标“办公室”，6 个局

领 导 却 隐 藏 其 中 。

对于来办事的群众

来 说 ，这 简 直 就 是

“迷魂阵”，不知该到

哪儿找人。（4月 15

日《新京报》）

张军兴

城管与摊贩“对跪”
并非公民社会观念的胜利

钱兆成

在好莱坞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

样一个角色“瑞德”，因谋杀罪被判无期徒刑的他

是肖申克监狱中的“权威人物”，只要你付得起钱，

他几乎能有办法搞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而这样

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背后撑腰的还是狱警。在

目前媒体曝光出的铁岭市监狱内情中，现实和一

幕幕电影中的场景不谋而合。铁岭版“肖申克监

狱”里面狱警、犯人成了“倒爷”，他们贩卖的不仅

是白酒香烟等狱中的违禁品，更是拿国家公权力

做交易，公然践踏刑法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向前推进，民众

对司法公正的呼声和期待日益高涨。让触犯刑

法者得到正义的制裁，让受害者及其家属得到安

抚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基本前提。而在监管场所

发生的这些乱象，使得公权、公正在那些监狱官

员的手里,不幸沦为个人的私器，成了权力变现

的机器，这让普通人如何再去信仰法律正义的存

在？在这样的监狱环境之下，那些本应接受改造

的罪犯，是否会被这个大染缸变成更加仇视社

会、蔑视规则的群体？

全国各地到底还有多少这种“肖申克监狱”的

存在？到底还有多少司法正义的无视，还有多少法

治底线被一点点地击穿？如果说，此类现象不仅存

在于铁岭一地，多地监狱系统均有此乱象的话，那

就从根本上说明目前监狱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缺

乏对于监狱管理情况的及时有效地监督，对违法乱

纪情况的及时问责，对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也缺乏

有效的保障。丑闻是警钟，更是契机。守卫刑事司

法的最后一道防线，别再让金钱和暴力的游戏磨灭

人性，让监狱沦为法治阳光找不到的角落。

别让铁岭版“肖申克监狱”击穿法治底线
刘晶瑶

近 日 ，铁 岭 监

狱因“冰毒交易”一

事备受关注。据了

解这座监狱有更多

不 为 人 知 的 内 情 。

“狱警可为犯人私带

物品，还可帮忙打包

饭菜；白酒装入矿泉

水 瓶 贩 入 监 狱 ，狱

警、犯人成‘倒爷’；

监狱自开超市，家属

感叹供犯人比供学

生 还 贵 ；花 钱 能 享

‘ 优 待 ’……”（4 月

15日《人民网》）

时评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现在几

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

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

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4月15日

中国青年报）

几乎没有书记、市长的孩子上职校，潜

台词是即使有孩子上了职校，那也是手中

没有特权人的子女，是属于无奈选择。

多少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反复动员

学生上职校，从就业容易到职业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去说教，但最终结局还是报考者

寥寥无几，原因在哪？

我们的教育模式，本身就给各类学校

排了队。君不见，高考录取，211 高校、985

高校，一本二本三本，把职校在录取上排在

最低层次。人们自然对职业教育产生偏

见，认为只有成绩最差的学生才进职校。

这样背景下，家长和学校自然放不下“大学

梦”。而现实中，名校的发展空间显然大于

职校，甚至研究生考试，有的院校都有非名

校不录取。

在教育模式上，职业教育给人感觉很

轻松。社会上，有些职校由私人创办，缺乏

科学的教育理念，更多的人是为了借发展

教育的名义牟利。学生还没在职校进入状

态，就拉进了工厂实习，更多的则是成了

劳力。不能保证职校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学

习质量，这让职业教育形象严重受损。

我们不能反对优秀学生走名校的机

制，这毕竟能够体现公平，激励竞争。但要

让学生愿意上职校，仅仅靠动员是不够

的。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重视与投入，更

需要有严格平等的教育准入制度和教学质

量考评制度。 有出路才有生路，质量上去

了，自然有人选择。

不愿让孩子上职校
根源在哪？
周玉冰

微评论
评论

城管队员和摊贩

居然面对面“下跪”？

近日，一组照片在网

上热传：一名身穿“城

管执法”背心的城管

队员与一名摊贩面对

面跪着，旁边站满了

围观的市民。截至昨

天，该组照片已被2.6

万多名网友点击观

看，近百名网友在帖

子下留言讨论。据了

解，下跪的队员名叫

曹祥超，是江汉区花

楼水塔街的一名城管

协管员，去年10月份

刚刚加入城管队伍。

（本报今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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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道

“对方不当上班长不考虑。”

当妈妈的万万没有想到，才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

宁宁收到了人生的第一封情书，情书上用拼音和一颗

小桃心组成了“宁宁我爱你”的意思。稚嫩的笔触，可

爱的情感。但宁宁表示：“对方不当上班长不考虑。”

“6岁小孩被撞，旁边来往那么多人，连个报警

的都没有。”

4月10日，郑州车来车往的街头，一6岁男孩被

一辆轿车撞飞，卧地1分钟后艰难地离开，其间只有

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士探身询问。12日记者获悉，小

男孩并无大碍。惠济区古荥镇巡防中队中队长王

某表示，“对一个小孩子我们不应该这样冷漠。”

城管和摊贩似乎天生就是一对冤家，我们习

惯于看到 小人物的尊严在城管面前零落成泥碾作

尘，却惊诧于城管给摊贩下跪。正当我们期待这

起下跪事件能够被阐发出足够的社会意义来弥合

现有的社会矛盾时，我们却发现，事实上，这起事

件的新闻意义并非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大，用这位

城管自己的话就是：“当天下跪时没考虑太多，就

是感觉对方年纪比我大，他跪在我面前肯定不合

适，所以我也只能跪下”。朴实的回答，道出了摊

贩能够获取尊严的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年纪比

我大，换言之，如果跪在城管面前的并非是位老

者，而是位年轻力壮者，那便是另外一番结果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天地和娘亲，这位年轻

城管的惊人一跪并非出于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仅仅

是尊老使然，仅仅是传统的伦理秩序的胜利，而非

公民社会观念的胜利。

观念有时显得高远飘渺，而生存权是公民的基本权

利，这种权利也应该包含有尊严的生活。一个普通劳动

者之所以选择在城管大军的缝隙之中求生，只是因为他

们有着向上发展的期望，他们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有

尊严地生存，而不是被人跪拜，更不希望自己被人驱赶。

然而现实之中，摊贩的尊严通常让位于城市的

面子，摊贩等小人物的尊严往往只能作为陪衬红花

的绿叶，甚至在一年一度的慰问活动之中才能有破

茧而出的可能。

公民社会，看起来是阳春白雪的概念，并非我

们凡夫俗子一时能够参悟得了。但笔者能够朴素地

感知，下跪的是臣民，站立的才是公民，笔者并不赞

赏所谓的对跪，笔者更希望城管和摊贩能够平等对

话，当然这种对话是建立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之上

的，我们并不希望二者都自降身份来求得所谓的平

衡，这种平衡是不正常的，也不能是持久的。

难见“真佛”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