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这里讲的“市场管理也要讲点人情

味”，决不是说，市场管理可徇私情、熟人

好办事。其主要之点在于：文明执法要多

一点，对人说话要和气一点。

如今西瓜市场在合肥街头出现了，瓜

农 摊 位 的 摇 号 也 在 进 行（今 日 本 报 09

版）。不由得我想起来去年“西瓜车”的一

幕。在拱辰街口，一辆满载西瓜的板车停

在马路边。一位执法者来了：“快拉走，这

里不准停！”瓜农大概是因为人疲、路远、

市口好不想拉走，执法者一边催促其快拉

走，一边摇晃着满载西瓜的板车，不巧，堆

在最上面的一只大西瓜掉了下来，被砸得

稀烂。于是，瓜农和执法者吵了起来，难

解难分。

这时，一位从菜市出来的老同志，在

一旁看得真真切切，他对执法者说。你们

那 里 不 是 谁 谁 负 责 吗 ？ 执 法 者 点 头 称

是。你们具体这一摊子事，不是某某在抓

吗？执法者态度谦和了：“你认识他们？”

老人点点头，说道：“这满满一车瓜拉来也

不容易呀！”这时，瓜农也插话了：“今天一

大早，天还没有大亮，我们就上路了，走了

三十多里才到这里。”老人似乎在征询执

法者的意见，“叫他把板车再靠边一点，就

让他卖吧！”又回头对瓜农说，“下回进城

卖瓜可要注意了。”一场纠纷结束了，老人

快步穿过阜南路，瓜农抱个大西瓜跟在后

面喊他停一停，老人头也没回，消失在人

流中。

——这个小小“纠纷”结束，不是在抠

规章、法令的条文，也没有各打五十大板，

只是讲了两位执法者的“顶头上司”的名

字，然后再加以合乎情理的疏导，这才给

了一个大面子，化解了矛盾。透过这个故

事，使人感到群众工作的艺术，既简单又

复杂，繁中有简，是一部读不完的教科书。

——文明执法要多一点，群众的气就

要顺一些。解放军历来都在讲“对人说话

要和气”，这对我们地方上的同志来说，也

应当是管用的。不能以为“我是执法者，

对人粗暴一点是可以原谅的”，这显然是

个误区。为民执法，决不是粗暴执法的理

由。

——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构成

了公权力行使的法理边界，就是权力的天

然笼子。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上级

领导机关不得不赋予公权力的一定的强

制力，但这种强制力是要予以规范的，谨

慎行事。越过这个权力的天然笼子，总是

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惨痛的代价。

余云

市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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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式过马路”到“抱孩子闯红灯”

“神探”们该对国家赔偿
掏多少钱？

中国人信奉“船多不堵河，车多不误路”。

大街上只要人多，同心协力就没有什么路不能

走的。因此，“中国式过马路”是我们的特色，更

是我们的传统。这个抱着孩子闯红灯的老人，

实际上就是为了这种违法的行径更有理，甚至

更天经地义。而在这个过马路的现场，老人对

交通法规表现出来的“不屑一顾”更能说明问

题。“我都走了几十年了，怕啥”？可见，这种闯

红灯的行为不仅没人管，更没有人敢管。

从以往的“中国式过马路”变成了现在的

“抱着孩子闯红灯”，这无疑又是一次“升级”。

但从中更能看出一些人的心虚和不自信。现在

整治“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正在“风头上”，再

像过去那样“随大流”显然不行了，而对中老年

人来说抱起了孩子也就等于增大自己的危险系

数，同时在道德上争取同情，变无理为有理，甚

至变违法为合法了。

我们城市里的很多法规执行不下去，甚至

徒有虚名，就是因为在执行过程中，一遇到问题

就半途而废，甚至不了了之了。这种“中国式过

马路”之所以成为现在社会的顽症，毛病就是出

在这里。假如遇到这种抱孩子闯红灯的现象姑

息一下，孕妇闯红灯再原谅一下，那么这次的整

治“中国式过马路”的活动极有可能功亏一篑。

因此，对这样的违法“对策”不仅不能姑息迁就

和原谅，更应该从严从重处罚。这不仅是维护

交通法规的需要，更是在保护他们的生命。

“这是要逆天吗？”当听说武大出现这样一名

85后“牛人”后，网友纷纷惊叹。其实，相比民国时

期那些年轻的教授，28 岁教授已经算是年长的

了。放眼当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年轻教授比

比皆是，28岁根本谈不上“逆天”。当然，“逆天”的

说法主要是表达一种感叹和膜拜，而并没有多少质

疑的意思。事实上，邓鹤翔的成长之路和科研成就

摆在那里，引进人才的大学同样值得信任，这是85

后教授很少遭到质疑的关键。相比之下，我们的年

轻官员一旦被媒体聚焦“火箭提拔”，往往是其命

运转折的开始。

年轻官员屡遭质疑与年轻教授很少遭疑的对

比，既有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更有选聘他们的单位

的问题。如果他们在获取职位前，能够更直接地拿

本事说话，就像国外年轻的市长们一样以竞选或者

其他看得见的方式展现其能力和水平，也许就不会

有那么多的质疑；反过来，如果组织选拔聘用官员的

地方政府能够更具公信力，选拔程序能够更加公开

透明更加严谨规范，同样不会有那么多的质疑。

年龄大小，原本不应该是质疑一个官员或一个

教授能力与水平的标准。之所以公众抓住年龄问题

屡能揪出官场上的用人腐败，不得不说是因为官场

上的用人不公现象实在太普遍了；这个机制本身存

在公信力问题，而那些被质疑的年轻官员，在被质疑

前固然是受益者，在被质疑后其实也是受害者。尽

快完善用人制度，使之更具公信力，更经得起围观经

得起质疑，让更多80后官员光明正大地走上前台，这

应该也是85后教授少遭质疑带来的一点启示。

28岁教授为何没那么多人质疑？
盛 翔

时评
28 岁 ，有 些 人

可 能 还 在 学 校 念

书。而今年 28 岁的

邓鹤翔却已是武汉

大 学 的 一 名 正 教

授。武大人事部相

关负责人证实，教授

叫邓鹤翔，生于1985

年 4 月，不久前刚被

引入武汉大学化学

与分子科学学院，或

是该校最年轻教授。

（5月 20 日《长江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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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7

日，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对张辉、张

高平再审改判无

罪作出国家赔偿

决定，分别支付张

辉、张高平国家赔

偿 金 110.57306 万

元，共计 221.14612

万元。

（今日本报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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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想当老大哥就该直接去要求菲律宾

道歉，致函给马英九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有什么用？

洪家并不是爱出风头，但后续问题家属无法处理，

当局速度又慢，只能请媒体好好监督。”

——据中新社电，美国联邦众议员戴佳雷

(Scott DesJarlais)日前致函给马英九，对台湾渔民

洪石成遭菲律宾海巡队枪击丧生一事表示哀恸，针

对此事，洪家大姐洪慈綪抨击美方“敷衍”。

“改革是艰难的创举，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停步不前。我们大

学生不能做改革的旁观者，或满足于评头论足，而

应该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1985年11月，在

中南海怀仁堂，现任最年轻省府首长的陆昊，曾作

为学生代表出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的“一

二·九”运动50周年座谈会，并做了如上发言。

自张高平叔侄冤案曝光以来，浙江高院多次表

明要启动追究机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和法律

责任，但至今不见对“神探”们有何查处，这是“官官

相卫”还是“惺惺相惜”？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查

处结果怎样，有关部门一直不将查处情况公开，公

民不知情，也无法监督，这是不是在保护那些执法

犯法、制造冤案错案的“神探”们？如果不追究“神

探”们的违法犯罪责任，那么国家赔偿极有可能是

纳税人掏钱，试问公平公正何在？

尽管《国家赔偿法》第24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

人员在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时，有刑讯逼供、违法使

用武器、警械或者在办案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

舞弊、枉法裁判的，负有赔偿义务的国家机关在对

受害人先行赔偿后，有权对有关工作人员追偿部分

或者全部赔偿费用。但现实中，真正要个人掏钱予

以赔偿的案例实在太少，大都是由其所在的国家机

关拿钱赔偿，个人顶多受个什么处分，不痛不痒，无

关大碍，这也是为什么违法行政、违法行为得不到

有效遏止的关键原因。

谁犯错，谁负责，此乃天经地义。公职人员为

个人的错误行为负责，个人掏钱赔偿，可以极大地

提高行政、执法者的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法的水平，

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心与工作能力，从而减少违

法行政、违法执法给全社会、给国家、给人民、给单

位或个人造成重大损失，减少对百姓的无辜伤

害。公众不但想知道受害者能获得多少国家赔

偿，更想知道“神探”们个人要掏多少钱，还想知道

浙江高院到底有无启动对冤案错案制造者们的追

究机制，还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这不应该是“国

家机密”吧？！

朱忠保

朱少华

昨 日 10 时 50

分，在哈尔滨南岗

区学府路与学府四

道街交叉口处，一

位老人抱个 3 岁大

的孩子横穿马路。

“这位女士，你抱着

孩 子 闯 红 灯 多 危

险 。”听 到 记 者 的

话，老人说：“我天

天这么过马路，也

没见出事，我抱着

孩子，哪个车也不

敢撞我。”（5月 20

日《黑龙江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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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人质”闯红灯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