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告官” 王恒/漫画

星报时评信箱
xbxy2010@126.com

02 2016年1月19日 星期二
编辑丁家发 | 组版李静 | 校对陈文彪

XING BAO SHI PING星报时评

WEI SHENG YIN微声音

FEI CHANG DAO非常道

政府“败诉率为零”
究竟谁“输”了？

□吴江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哪个行业最好就业？
制造、金融及IT为前三

据统计，2015年全国高校应

届毕业生约749万，达历年之最。

《2015年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

①制造、金融及IT为就业量排名

前三行业；②到西部地区和基层

的毕业生逐年上升；③灵活就业

人数上升，部分集中在新媒体、互

联网和文化创意等领域。@央视

女生睡前洗头没吹干
一觉醒来变成面瘫

22岁重庆女生璇子，洗头后

没吹干便倒头就睡。第二天起床

刷牙，漱口水不自觉地从嘴里流

出，嘴角也歪了，左半边脸已经完

全僵住。医生说她是洗头没吹干

诱发面瘫。夜间长时间湿发，易

刺激耳后面神经，致面神经供血

不足，引发面瘫。 @都市热报

每天早晨一个吻
平均寿命延长5年

德国一项调查显示，“晨

吻”可使人的平均寿命延长５

年左右。试想清晨的阳光暧昧

地唤醒你和Ta，你们用手指抚

摸着彼此的脸庞，此时再加上

一个吻，所有的烦恼都会一扫

而净。此外，调查还显示，享受

“晨吻”的人很少受车祸和职业

病的干扰，同时还能多赚20%~

30％的钱。 @生命时报

14日，江苏一女老师监考时猝死，学生交卷结束才

发现。热传网文痛批学生是“冷血无知的考试机器”。

校长回应：学生很无辜，该老师坐教室最后面，后排学生

以为老师睡着了。死者家属认为，师生缺乏应对突发的

知识，也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今日本报17版）
年轻的女教师监考猝死，显然是个意外。有网友

指责学生是只顾埋头考试、不管老师安危的“冷血考试

机器”，有点言过其实。如果有学生知道老师是突发疾

病，是断然不会冷漠面对的。事实上，有的老师认为老

师是睡着了，才没有去惊醒她。然而，虽然学生很无

辜，但对老师突发疾病，学生却毫不知情，暴露出了学

校在应急教育上存在短板。

不可否认，应急教育缺位，或流于形式，或专业技

术匮乏，在各地普遍存在，必须引起教育部门乃至全社

会反思。

近年来，威胁生命安全的自然灾害、意外伤害及身

体疾病频发，如同平静湖水中的暗流，悄无声息地包裹

在人的周围，如影随行地伴随着左右。每一个鲜活生

命的意外逝去，在社会声声叹息的同时，留给逝者家属

的是良久不能平慰的伤痛。因此，女教师监考猝死，再

一次警示社会：从学校开始，重视应急教育，增强人们

防范生存风险、规避人身意外的能力，显得十分重要。

然而，从我国生命安全教育的现状来看，与发达国

家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不仅是未成年人，更多的成

年人生存安全意识薄弱，应急知识更是匮乏。女教师

监考猝死，倒逼生命安全教育。首先，生命安全教育应

进入社会各个阶层，让应急技能贯穿人生的始终。特

别是，全面系统地编写应急教育教材，在学校开设生存

安全教育课，才是对在校学生开展生命安全教育的关

键。彰显“知识守护生命”的教育理念，体现以人为本

的教育原则，将大大促进未成年人自然生存和社会生

存能力的提升，有效地预防意外人身伤害，将影响程度

降至最低，为每个家庭的幸福和谐提供坚强的保障。

上海三中院的统计显示，

2015 年该院共受理行政案件

610件，其中以市政府为被告的

行 政 诉 讼 案 件 有 242 件 。 而

2014年全年，上海全市法院系统

中，告市政府的案件仅为13件，

案件数增长了 18 倍。对此，上

海三中院院长吴偕林表示，这一

现象说明，立案登记制的确立保

护了百姓起诉政府的权利，市民对政府的起诉需求大量增加。不过，记者了解

到，根据上海三中院提供的数据，市政府的败诉率为零。（1月18日《京华时报》）
“胜败乃兵家常事”，在民告官这件事情上，当然不必非要民胜官败，才算

公平。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官民平等，既包含了官不能用权来压民之意，同

时也意味着民不必非要告赢官才算尊重民意和权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一年当了242回被告的市政府，败诉率却为零，倒也不

必过于纠结于官方的完胜。判决市政府是否败诉，要看法律依据和事实。假如司

法程序秉承了公正与独立的原则，判决的结果当然应受到认同。

客观而言，当下的司法体系，民能告官，而且官越来越多地当上了被告，的

确已经是个进步。至少，从名义上来看，民已经和官平起平坐，并不低“官”一

等。不过，“民告官”案胜诉率为零，告官的民屡屡铩羽而归，坐在被告席上的官

反成常胜将军，甚至很多情形下，被告连出庭都懒得出，胜负如此悬殊，态度如

此迥异，所谓“民告官”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的确仍显徒具虚名。

事实上，对于民而言，假如没有太大的冤屈，告官这事儿恐怕不会被当作

吃家常便饭那样去随便尝试。即便“告官”或许会缘于误会，甚至难免有情绪

化的成分，但相比执掌权力的官，民的力量实在是相当薄弱，甚至可以说根本

不是对手，官权对于民权与民利的倾轧，倒是不经意间常有的事。

民告官当然不必追求“每告必赢”，但被告的政府反成完胜将军、东方不

败，恐怕也难言正常。不仅如此，“官”成为常胜将军的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干

预司法的现象，也并非毫无根据的妄自揣测，而恰恰是合理的追问。无论如

何，假如“民告官”的权利仅仅存在于表面形式之上，本质上却依旧官权难撼，

“官”甚至以权力侵入司法的方式屡战屡胜的话，倒是愈发凸显官民不平等以

及司法独立性的尴尬。政府“败诉率为零”，究竟谁“输”了，倒是更需要追问。

女教师监考猝死
倒逼生命安全教育 □汪昌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