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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美女好”，几多亲民情
梁江涛

7 月 22 日上午，习总书记视察武汉

市民之家 ，与市民郭婷婷握手时，竟然

来了一句：“美女，你好！”周围的人都笑

了：没想到，习总书记还真会聊天！回到

单位后，郭婷婷对着同事高喊：“看你们

以后谁还敢说我不是美女，习大大都说

我是美女了！”（7月23日《重庆晨报》）

习总书记一声“美女，你好”，在骄阳

似火的夏日，一如雨露甘霖流淌进人们

心里，引发网友好评如潮。网友说，这一

声“美女你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

一种改革，逐渐摆脱封建思想中的保守，

国家领导人的性格可以影响到全国人

民，支持！的确，“美女，你好”所传递出

的亲和力，是最为人性化的亲民正能量。

记得今年以来，总书记赴全国各地

考察，没有官员团体列队迎候，所到之

处，一路笑容，可合影、可追问、不封路、

不扰民。领导人用自己的行动，向所有

官员发出无言的倡导：走群众路线。

新时代的语境下，美女是对女性的

尊重与赞美，也是平民百姓放在嘴边上

的寻常俗语。透过平实无华、感情充

沛、凸显人性化、充满时代感的问候，老

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与国家领导人没有

多少距离感，感受到开门见山问家事、

零距离接地气的作风离我们越来越近；

感受到政治文明、社会进步的足音越来

越近；感受到社会和谐、民生幸福的中

国梦越来越近……

世相杂谈

“十年不审”，民告官遭遇“法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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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军

北大拒绝“索金”状元
是教育本质的回归

涅水缨

2003 年 3 月，河北省保定市市民陈

小东因自己一处商业门面房被强拆，愤

而状告保定市政府。他虽然拿到了保定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通知书，但至今

法院不予开庭审理。在经历了一个个无

望的循环后，他走了一条长达 10 年的漫

漫上访路，上访诉求只有一个：尽快开

庭。（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在法治时代，为什么还有人“信访不

信法”，市民陈小东的遭遇就很有代表

性。法院立了案，10年之间却不审理，连

守卫公平正义最后底线的审判机关也踢

皮球，陈小东除了上访还能有什么法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陈小东上访的第二

个年头，河北省高院曾连续开出转办函，

措辞严厉地对保定市中院提出批评：“你

院受理后至今已有一年四个月未审结，

这在全省是罕见的。”如今该案更是因

“十年不审”升格为“全国乃至举世罕

见”，又有谁为此受到追责呢？

法院是个讲法说理的地方，连法院

也不按行政诉讼法规定开庭审理民告官

案件，一拖再拖、拖了10 年，这不仅容易

将小矛盾积攒成大问题、小纠纷发酵为

大是非，更将严重激化官民干群关系，极

大影响了公众对于法律的敬畏和信心。

保定市中院为什么不愿开庭审理这起民

告官案？有关方面尽管没有言明，但个

中原因并不难猜：作为一介草根，陈小东

告的是堂堂保定市政府，法定代表人是

正厅级的市长，在“官本位”色彩浓厚的

地方官场，市法院院长也不过副厅级，多

数审案法官连处级、科级都不是，他们怎

能轻易评判市长及市政府的对错？况且

法院的经费来源由地方政府财政供给，

人事任免、干部配备受制于地方，岂敢得

罪地方官员，怎有能量与某些地方政府

主导的暴力拆迁相作对？

当然，保定市民告官案“十年不审”

也给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提出新命题：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法怕官”，必须改革

现行的行政诉讼管辖权，对于民告官案

件，或上提一级审理，或设立专门的行政

法院，以充分保障独立审判权。当法官

真正成为法律世界的国王，他的心中装

满法律公正和对民众的权利敬畏，而不

再受到过多权力干预，公平正义及法律

尊严才能得到捍卫。

北京大学[微博]招办昨天表示，在今年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阶段，北大明确拒绝了少

数企图向北大索要巨额奖金、进行讨价还价

的所谓“状元”。 北大招办表示：不以招收

高分为目标，新生奖学金将发给家庭困难、

无法负担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的优秀学生。

（7月23日《新京报》）

状元索要巨额奖学金，纯是高校给惯出

来的“毛病”。为了抢夺优质生源尤其是各

地的高考状元，一些高校许诺重金，而且相

互攀比，推动着奖学金水涨船高，很不正常，

也让大学的尊严扫地。在这种氛围中，高考

状元自我感觉良好，有天之骄子之感，待价

而沽，“狮子大开口”，谁给的钱多就到谁的

学校去。重金争抢状元，对高考生的品行培

育，没有好处，让其早早地掉进了钱眼里。

所谓巨额奖学金，对北大而言，可谓九

牛一毛，拿出来不伤筋骨，但这是一个价值

观的导向问题。北大如今的做法，是对以往

盲目追捧高考状元的纠偏，是教育本质的回

归，彰显了教育应有的高风亮节。作为国内

名校的排头兵，北大的做法具有示范的导向

意义，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内名校跟进。事实

上，国外名校吸引“状元”们，除了奖学金，更

重要的是其过硬的教育质量。国内高校与

其把吸引状元的牌打在高额奖学金上，不如

在教育质量上下工夫，这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