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0 日，贡先生等 4 位业主代表参加

了由石家庄市规划局栾城分局组织的关于太

阳城小学、幼儿园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听证

会，并代表 100 多位业主提了反对意见。随

后，几位业主代表家被停水、停电，汽车和房

屋玻璃被砸。业主认为，这些报复性破坏是

有意为之。(5月23日央广《中国之声》)

听证会一团和气，常常个别反对或者没

人反对，广遭诟病。在这次听证会上，一下子

4 个人站出来反对，而且是关乎切身利益的

小区业主代表在反对，势必影响了有关方面

的“决策权威”。于是乎，软的不行，来硬的

了。不过，这一打击报复，暴露出了听证会的

真面目——本来就是个形式，认什么真呢？

都获得了批复，你还反对啥？

打击报复反对者的听证会至少暴露出三

个问题——

问题一：以合法的形式绑架市民意志。

问题二：“伪民意”现象严重。很多听证

会上，经营者夸夸其谈，消费者代表云里雾

里，听不懂、搞不清的情况比较普遍。

问题三：听证信息机制不透明。信息不

公开，群众不知情，情况没反馈，反对异见

者，导致社会舆论无法有效监督听证会，听证

会往往流于走形式、走过场。

王琦

“跨国曲线参考”
倒逼高考公平

“田局长”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反扒行动该不该张贴惯偷照片？

当地有关部门如此回应看起来有点操之过

急，颇有“为回应而回应”之意。试想，若这家远

在省城郑州的娱乐场所的老板与田局长无前

嫌，会拿无趣当有趣吗？即便是炒作，那老板为

什么要炒作，难道仅仅是为了生意兴隆，故意曝

光自己店里存在着公款消费？恐怕作为一个职

业经理人，不会傻冒到这样天真纯洁吧。

之所以中海化控股集团的张总、王总以及

这家娱乐场所的老板能与田局长一同出演这场

高调的“公开娱乐秀”，我认为根源还是在于“官

场陪风”未荡涤使然。我们也知道，如今像田局

长们这样的公开娱乐的少，而暗自“陪官”的镜

头却多。在当前官场“新三陪”颇为盛行的语境

下，出现此类镜头，真不奇怪。可以这样说，“项

城田局长”往往就在我们身边。因为，不管是媒

体曝光了的，还是隐藏在官场一角未被微博曝

光的，这种想尽一切办法把上级或有利益往来

的官员招待好，使其高兴而来、清爽而归，说不

定就会给出资人款待方的领导“陪回”时来运

转，“陪出”一片新天地。

微评论
七嘴
八舌

时事
乱炖

近日，深圳罗

湖区深南路等路

段及公交站台陆

续出现新奇的防

扒广告，除了提示

民众要看紧手机

钱包，还出现了一

些扒窃嫌疑人和

惯偷的照片，附近

市民对此有赞有

弹，但赞者居多。

（5月 23 日《南方

都市报》）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02 星眼 2013年5月24日 星期五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李静 | 校对陈文彪

非常
道

“工作期间，我的‘口碑’一直很好，我没有索

贿，希望法院能从轻判决……”

据《法制日报》报道 曾集“摄影家”、“博友”、

“厅官”于一身的湖南省公安厅原副厅长杨建农，在

变味的政商交往中沉沦，从一名“好口碑”的厅官沦

落为阶下囚。

“怕女儿被其他男人欺负，才会‘教’她”

据人民网报道 台湾一名狼父涉嫌把未成年女

儿当性奴，三年来性侵女儿超过70次，女儿受不了

透露轻生念头，社工介入辅导后，狼父兽行才被揭

发，但父亲却辩称，“怕女儿被其他男人欺负，才会

‘教’她”。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能因为赞扬者

多就认定此事是对的。假如有人把惯偷游街示众，

绝大多数人都会赞成的。因为人们被小偷弄得焦头

烂额，束手无策，对他们是恨之入骨。但是，将惯偷

游街是违法行为，侵犯了人家的名誉权。同理，张

贴扒窃嫌疑人和惯偷的照片无疑就是侵犯了人家的

名誉权，必须立即停止这种违法行为。

警方解释说，目前的这些照片在眼睛部位都打

上了马赛克，言外之意就是不构成违法，没有侵害

当事人的名誉权。这种说法是刀尖上打拳——站不

住脚的。众所周知，电视画面在当事人的面部打上

马赛克，观众自然认不出当事人，也就没有构成侵

权。可是，你们公布的照片只是在眼睛部位进行了

处理，大家还是能够一眼就认出当事人的，这就构

成了侵权。如果说群众不能一眼就认出扒窃嫌疑人

和惯偷，那你们这种做法就是徒劳的，为何要做这

种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呢？

警方还强调，扒窃嫌疑人本人看到这种照片有

可能减少其作案动机，而对被害的广大市民起到提

醒作用，也减少了被下手机会。警方为了减少小偷

的犯罪率采取一定的措施这没错，但是，绝对不允

许执法犯法。警察都不守法，还能指望小偷守法

吗？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等地为了对付水

客，专门请了一些画师将一些水客的相貌画出来，

而不直接公布照片，这样也规避一些风险。现成的

经验就摆在这里，各地警方是不是应该好好地学一

学呢？

周明华

网友爆料称，

郑州一娱乐场所电

子屏出现了“中海

化控股集团张总、

王总热烈欢迎项城

市田局长来郑州做

客，祝田局长身体

健康，全家幸福”字

样，局长现身娱乐

场所这么高调？5

月 22 日，河南省周

口项城市委宣传部

称，该市有六七名

田姓正副局长，但

当天都未到郑州出

差，工作人员称可

能是恶搞或酒吧炒

作。（5月23日《河

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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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悠”，使劲“忽悠” 王恒/漫画

警方挂出嫌疑人照片“反扒”，必然会有人跳出

来喊：小偷的名誉权（包括隐私）也是不可被随意侵

犯的！再比如公交车上丢失东西，失主要求全车人

陪着等警察，也有反对者，并且反对者众。

不论是警方晒惯偷照片，还是失主要求全车人

陪着等警察，相信那些持支持态度的市民里，有不

少是有类似遭遇的；而反对者中，不出意料的话，绝

大多数没有在公交车被偷窃的经历。

在日常生活中，小偷大都很嚣张，即使被抓到

现行也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小偷大多是团伙

作案，一旦实施盗窃的小偷失手，其他望风打掩护

者就会掏出匕首等利器，威胁、围攻受害人，然后逃

之夭夭。最具特色的是，公交车司机发现盗窃团伙

在公交车上伺机作案时，都会用“暗语”提示乘客保

护好财物。公交车司机为什么用“暗语”而不是直

接明说公交车上有贼？很明显，怕被报复呗。还有

就是，小偷在行窃时，很多看见的群众也不敢提醒

受害人，更不敢协助受害人抓小偷。

可以说，小偷之所以猖獗，跟群众的冷漠分不

开。事实上，那些反对警方晒惯偷照片、失主要求

全车人陪着等警察的人，正是对小偷的纵容——我

承认，小偷也有名誉权，隐私不容侵犯；大家的时间

都很宝贵，容不得丝毫浪费——但是，如果被偷的是

你，你还会反对吗？

因为户籍限制，张图无法在京高考。父

亲无奈将其送进国际班，准备出国留学。随

后，具有美国国籍的前妻提供援助，儿子很快

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更奇

妙的是，只要变成美国人，孩子又能在北京高

考了——根据政策，外国侨民享有直接参加

北京高考的资格。（5月23日《中国周刊》）

从开始的 NO 到 YES，从开始的备受歧

视到如今的加10分，张图上演了一幕充满黑

色幽默的《异地高考逆袭记》。这告诉了广大

即将面临异地高考困难的家长一个事实，同

样的事情只要换一种方法，或许就是成功，例

如换国籍。笔者如是说，不是为了提醒家长，

引诱学生违规“抄近路”，而是说明“高考换

国籍”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高考“时

尚”，已经普遍存在于我们中间。

近年来，换国籍入学的曲线高考事件屡

屡爆发，北京、上海等名牌大学都发生过此类

事件，也查获了几个中介点，但依然堵不住这

个制度漏洞。

曲线高考显示了高考制度的漏洞，也揭

示了学生对公平教育的迫切渴望，要想真正

杜绝此类“抄近路”现象，只有为学生开辟一

条“阳关大道”。堵不如疏，“跨国曲线参考”

是对尽快实现高考公平的倒逼，是对异地高

考方案尽快实现的倒逼。只有让教育真正实

现公平，让户籍不再成为高考的绊脚石，才能

让“高考换户籍国籍”这一怪象不再上演。

正方：如果被偷的是你，你会反对吗？

反方：张贴惯偷照片侵犯名誉权
毕文章

谢庆富

反对者遭报复
听证会露出真面目

煜吉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