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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乱炖

治一治权力的“匪气”
陈广江

“河南私家车未避让警车被砸”，“湖

北宜城政法委副书记闹市殴打59岁收银

员”，7月最后一天，媒体报道的这两条新

闻格外刺激人的眼球。不管有理没理，

也不管事大事小，上去就是一顿暴打，权

力何以“匪气”十足？

仅仅因为避让警车不及时，私家车

就遭到警方的打砸，而且不讲任何道理，

这与土匪何异？而且，肇事者又是“临时

工”！这把戏未免太低级了。如今，“临

时工”被辞退了，涉事派出所副所长也被

免职了，只是我们仍然疑惑：芝麻粒大的

小事，警察何以这么大火气？

如果说私家车被砸事件还存在避让问

题，那么宜城政法委副书记吴光山殴打收

银员事件，就让人出奇愤怒了。开着奥迪

车，连4元的过路费都不缴，还动手打人，

收银员59岁了，吴光山真下得去手！政法

委副书记知法犯法、暴力行凶，底气何来？

两次事件中，行凶者都放

出了狠话。警察向私家车主

威 胁 说 ：“ 今 晚 谁 也 救 不 了

你！”政法委副书记则叫嚣：

“无所谓的，打人就打人。”权

力行凶，无法无天，让法律尊

严碎了一地。

身为人民公仆，本是法律

尊严的捍卫者、平安社会的维

护者，却摇身一变成了暴力制

造者、非法行凶者，这些手握

公权的人心里哪怕有一点点

的畏惧，都不会做出这种骇人

之举。

再没有制度的缺陷和权

力的滥用更能加剧社会的不

稳定性了，人们生活在权力暴力的阴

影之下，谈何安全感和尊严感？权力

的匪气更能刺激社会的戾气，使人们

在不顺心的问题面前，不是寻求合法

解决途径，而是诉诸暴力，这样的例子

还少吗？

刘 鹏

非常道

“中国的城镇化需要设计精巧而合理的‘融资模式’，这是

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如果设计精巧，城镇化就不会成为政府公

共支出难以承受之重。”

——经济评论员马光远认为，我国城镇化的最大障碍，表

面看是户籍制度，事实上，是“附着在户籍制度背后大量福利因

素所构成的较高成本”影响了城镇化进度。

“所有来历不明的财产都可以从权力寻租中找到注脚，‘王

林大师’神功的云山雾罩与权力寻租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可谓

珠联璧合。”

——在媒体报道破解王林气功神话的同时，其敛财手段也

引起了广泛关注。时评作家习风分析，“更多的时候，他是‘权

力托儿’，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掮客’。”

“开宝马车，喝污染水，显然不是我

们期待的工业化、现代化。”日前，环境保

护部部长周生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道。“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

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

障。”（7月31日《人民日报》）

伴随着大规模、快速的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

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党的十八大提

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

和全过程。环保部长周生贤关于“开宝

马喝污水”的形象比喻，再一次将公众的

注意力聚焦到生态文明建设上来。

“开宝马喝污水”是个新提法、新概

念，但试图破解的还是老问题：如何实现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统筹兼顾？如何

准确对准民情民意，“既要金山银山，又

要绿水青山”？从这个角度上说，拒绝

“开宝马喝污水”，就是拒绝“先污染后治

理”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并行不悖的

发展道路。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将那些

暂时还“无”的制度与体系建立起来，也

需要进一步完善那些“已有的东西”，让

制度发挥好应有的效力。此外，生态文

明建设也离不开公众参与，只有不断探

索公众参与渠道。提升公众参与能力，

创造公众参与条件，呵护公众参与热情，

才能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增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群众基础。

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平衡、

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一

道周密的环境保护网络，并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情。我们既需要体谅这一过程的

复杂和艰辛，又需要以“开宝马喝污水”

为警钟，增强“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

感和使命感。更为关键的是，“喊破嗓

子，不如甩开膀子”，环境保护固然是一

个长期过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动

远比冠冕堂皇的口号有用。

客观看待
国人“卢浮宫泡脚”

杨朝清

早前，大批游客在杭州西湖洗脚的照片引

起网友争议。近日，一组国人在法国卢浮宫水

池中泡脚的照片在网上传开，再次令此种行为

受人诟病。有网友认为这“煞风景”的举动是

“素质低”的表现。但也有网友对此驳斥，认为

有不少外国人也照样会在卢浮宫泡脚，不能摘

出国人来横加指责。（7月31日新华网）

我们需要承认，在卢浮宫前的水池中泡

脚肯定是一种极不文明的行为。卢浮宫是法

国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世界知名景点。不管

泡脚者是中国游客还是外国人，其素质都算

得上有“硬伤”。我们不能因为“外国人也泡

脚”就不承认某些中国游客的素质问题，更不

能因为“外国人也这样”，也有不文明者，就

停止或者拒绝反思。

但此事也不必刻意放大，更不必上升到所

有中国游客甚至是中国人的高度。中国人有

13.6亿多，出现个别素质不高者，似乎也不足为

奇。这就好比，有外国人在中国大街上猥亵妇

女，在中国街头集体小便，并不能证明这个外

国人所在的国家所有公民素质都不高一样。

“卢浮宫泡脚”事件，需要理性的、辩证

地看待。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以为然，为所

欲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自惭形秽、妄

自菲薄，不能轻易就让少数人给代表了去！

针对日前网络上出现的有关天价黄

鹤楼“中国梦”产品的传闻，湖北中烟企

业管理部负责人告诉记者，“黄鹤楼”（中

国梦）香烟，是一款内部职工自行研发的

创意产品，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商品定

价，所谓 1000 元 1 盒的说法与事实不

符。（7月31日人民网）

官方所倡导的“中国梦”，是指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生态文

明等。可见，黄鹤楼“中国梦”香烟是在

消费政治，故意曲解“中国梦”的涵义，试

图打着“中国梦”的旗号吸引消费者，以

牟取商业利益。显然，黄鹤楼的“中国

梦”是缺乏商业道德的梦想，将利益建立

在戕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的基础上，真要

实现的话，也只是黄鹤楼自己借机赚大

钱的“中国梦”。而其打出天价香烟的招

牌，则是要走奢侈品路线，跟打着“只为

厅局级享受”的至尊香烟一个套路，依靠

权贵消费市场而存在罢了。

至于企业将黄鹤楼“中国梦”香烟归

之为内部职工自行研发，显然是在有意

推脱，混淆概念误导公众。须知，企业内

部职工提议设计产品，必然是经过管理

者认可的，而且“中国梦”香烟包装与其

本职工作相关，那么即属于企业行为，设

计作品也归企业所有，并不存在个人私

自研发一说。况且，黄鹤楼“中国梦”香

烟包装明显有试生产的痕迹，并非单纯

的设计图纸，企业岂能摆脱干系。

黄鹤楼香烟所打出的这张“中国梦”

牌，尚未出手就遭到网友的集体谴责，显

然是押错了宝，没有想到民众对此种做

法极其反感，可谓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何况，如今全国上下都在推进厉行节约、

抵制奢侈浪费的精神，黄鹤楼“中国梦”

天价香烟却逆流而上，实在是不可取。

该企业应吸取教训，反思浮躁心态，向公

众道歉，莫在犯类似错误了。

“驾照自考”合法惠民
因何禁行？

2012 年 8 月，南京女子小苏自学车辆驾

驶后要求考驾照被拒，随后她以行政不作为

为由将车管所告上法院。近日，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小苏自学行为的确不符合相关法规，

车管所不构成行政不作为。小苏表示，她会

继续上诉。（7月31日《扬子晚报》）

毋庸讳言，上驾校培训更规范而学费也

更高，“自学”驾驶学费更便宜而规范较差，

但只要车管部门在驾考环节严格把关，无论

是上驾校还是自学，通过考试的驾驶员必然

是合格的。反之，如若驾考疏于把关，驾校照

样会输送“马路杀手”上路。

两者之间的利弊得失如何衡量，车管部门

都要把选择权交给公众自己去做主，这是车管

部门的工作职责和义务，而不是自作主张的

“优惠酬宾”。拒不执行“驾照直考”的规定，车

管部门既违法又违纪。法律法规明明摆在那

里，执法的车管部门要么是明知故犯地拒不执

行，要么是执法却不懂法的外行作为。

正如法律界专业人士所多次呼吁，在推

进我国依法治国水平的问题上，与加强立法

工作相比，切实强化执法力度和成效更是当

务之急。即如确保公众驾照“自考”权利的

实现，不可任由地方执行层面来自由发挥，

而必须由公安部的顶级设计来确保令行禁

止。无论是对法律法规理解偏差造成的认

知不足，还是由“驾训经济”的利益纠葛造成

的执行不力，只有在公安部“全国一盘棋”的

统一监管、严查和严惩之下，才能彻底杜绝

地方车管部门“搞选择、打折扣、做变通”的

按兵不动。

齐未儿

热点冷评

天价香烟究竟是谁的“中国梦”？
江德斌

挡“箭”牌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