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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男不是好官也不是好父亲
12 月 10 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刘
铁男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刘铁男
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
院查明，刘铁男直接或通过其子刘德
成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 3558 万余
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刘铁男是否好官，实是众人皆
知；刘铁男是否好父亲，未必人所共
知。在刘铁男受贿案中，其子刘德成
是关键人物。一句“直接或通过其子
刘德成收受”，已经说明刘德成难逃
法律制裁。权力寻租不仅害了自己，
而且害了儿子。

只是，此前，刘铁男兴许还是许
多人羡慕的好父亲。当初的刘德成，

与一帮商人混在一起，享受着父亲放
肆的权力带来的泛滥的好处，只会念
叨着父亲有权的好。而一帮人围着
刘德成转，通过刘德成从刘铁男那里
得到好处，也只会感慨刘德成有一个
好父亲。可当刘铁男东窗事发，因为
权力寻租倒下，最终泱及刘德成，这
一切全变化了。

现实中，一些人沉溺“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不能自拔，自得其乐。有
的官员一旦手中掌握了权力，就拿起
笔在身边画了一个圈——家里的人，
身边的人，曾经与自己交好甚至交集
的人，都在这个圈子里，什么好处都
给圈子里的人。还有一些官员，想吃
鱼怕沾腥，想收好处怕留把柄，于是
让妻子、儿子、情人出面，帮助自己出

面谋取利益。这时候的官员，是一些
人心目中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大哥、
好情人。可一旦出了问题，身边人跟
着倒霉，“好”也变成了“坏”。

客观地讲，确实存在家里人、身边
人难管的现象。不少官员到了监狱里
感慨，平时忽视了对家人对身边人的
教育，有的时候因为面子突破了底线；
有的时候身边人扯大旗、谋虎皮，败坏
了自己的名声，把自己绑架上了“不归
路”。这样的吐槽，未必都是矫情，但
就其本质，还是把权力当成了工具。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
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有着
这样的认识，岂有“得道的烦恼”？

并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竟
然是“一人得道鸡犬不宁”。如果刘铁

男们审慎用权，不以权谋私，自己的儿
子和亲人还会出事吗？广州市纪委新
闻发言人梅河清曾经感慨，“官员利用
影响力为配偶、子女、亲属谋取私利，
进行‘曲线敛财’成违纪违法的常见手
段。”反过来讲，很多官员的配偶、子
女、亲属，也因为“曲线敛财”、“家族式
腐败”，最终成了“阶下囚”。

这种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向
“一人得道鸡犬不宁”转变，难道还不
能让一些人警醒吗？对于有权者来
说，自己审慎使用权力，让家里人远
离权力，这才是最大的爱、最大的保
护。爱家人就让他们远离权力，千万
不要给他们权力影响——这也是一
种距离产生美。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乔杉

热点热评 前沿聚焦

斩断 作者：程硕

尊重“复旦投毒案”
独立审判空间

13个小时的庭审；控辩双方从上
午持续到子夜的激辩；上诉人对一审
认定犯罪事实的质疑——12 月 8 日，
备受瞩目的复旦投毒案二审，再度激
荡舆论。

回看“复旦投毒案”审理，媒体报
道几乎与开庭同步。不仅因为该案
案情重大复杂，涉及社会问题面广，
还因为该案审理过程的开放性。二
审开庭，上海高院除了邀请部分人大
代表及公众旁听该案，亦允许数十家
媒体聚集于庭审现场或是法院庭审
直播间，直击该案审理全过程，使媒
体得以在第一时间滚动播报该案庭
审情况。而此前，一审法院则通过官
方微博直播了庭审过程。

因为审判公开，人们得以注意到
庭审内外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法
庭上，法官谨言慎语，13 个小时几乎
全部交给控辩双方及上诉人，给予他
们平等的陈述机会。当上诉人林森
浩因情绪失控、数度哭泣无法表达
时，法庭则给予一定的等待时间，示
意他控制情绪以便充分、清晰地表
达。当天庭审第一轮辩论结束时，已

是夜间 11 时，辩护律师当庭提出，这
样的重大案件仅一轮辩论还不充分，
提请法官给予更多时间，法官因此延
长了庭审时间，给予控辩双方第二轮
辩论机会。

同样因为审判公开，汹涌舆论
中，尽管仍有各种猜测，但是，理性分
析的声音成为主流。上诉人情绪失
控、辩方新证人关于“黄洋死因或为
爆发性乙型病毒肝炎”的证词、检方
对被告人是否洞悉毒物特性的深度
追问、控辩双方就投毒动机及投毒量
的激烈交锋等等，此类庭审的技术细
节被客观呈现。媒体报道跳出了以
往当事人心理故事、家庭悲情的窠
臼，少了简单的猜测推理，更多关注
庭审程序和事实认定，客观、平衡呈
现庭审争论焦点。

这应该是我们所期待的案件公
开审判状态。一方面，法院尊重公众
知情权，除法律规定的不公开情形
外，将案件的审判流程和审判信息公
开，除去法院判案的“神秘感”，“判什
么”“怎么判”，公众对案件审理程序
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公众和舆论则

逐步理解、尊重法院的独立审判空
间，以有节制的报道、理性的评说，营
造理性的舆论环境。尽管，这当中仍
不乏有为了争抢新闻、吸引眼球的非
专业的、碎片式的报道，但对审判独
立的尊重、对程序正义的追求正在逐
步成为人们的共识。

距离复旦投毒案二审判决可能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
内，法官是否能排除外界诸多非法
律的因素干扰，不受任何限制、影
响 、诱 导 、压 力 ，依 据 事 实 自 主 裁
判？社会是否会继续给法院独立审
判以尊重？这是复旦投毒案公正判
决的前提。近年来，对许多刑事案
件，我们曾深度反思社会、舆论监督
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关系，对如何在
社会、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建
立良性互动，在理论层面进行了反
复阐述。今天，这些认识能否从学
者们的文章中、从专业研讨论坛上
走出来，成为现实中的共识？这是
复旦投毒案抛给法院、媒体及公众
的一道考题。

来源：人民网 作者：郝洪

为年度经济人物
评选停办叫好
举办十四年之久的央视年度

经济人物评选今年停办了。
本来，这样的评选本身价值

就不大，评选不那么令人信服。
因为，经济人物应该用什么样的
标准去衡量存在极大的不确定
性。在中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
控并存，在调控主导市场的条件
下，谁是真正的经济人物不言而
喻。而媒体偏偏要评选年度经济
人物，目的也是不言而喻。而这
种评选又被一些有权有势的幕后
策划人当做挣钱工具，真是我们
社会的悲哀。

不光是这种所谓经济人物的
评选没有意义，就是头上顶着无数
光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有多大
意义呢？这个全世界经济的年度
人物奖，又有几位获得者能够预测
出中国经济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有
了如此惊人的发展呢？次贷危机，
经济衰退，欧元区的困境谁又能拿
出什么灵丹妙药呢？对于贷款买
房，等公交上班的普通人来说，经
济人物不过是一些媒体上的图片
和文字而已，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
事情。而学者专家企业家趋之若
鹜的此类评选，除了满足自我的心
理安慰之外，也没有多少真正的实
际意义。

因此，这一类的媒体评奖都
可以休矣。经济人物不要成为演
艺明星或名车名犬中的一员。经
济人物没有高低之分，高校教室
里的教授，奔走世界各地的企业
家与校门街边烤红薯的小贩，都
有自己的生意经，都可以养家糊
口，也都可以造福于他人或服务
于他人，他们都是经济人物，唯一
的区别是，小商小贩服务于人，即
便偶尔有危害也影响甚微，而那
些所谓的有影响力的经济人物一
语不慎将贻害万民，所以，真正的
经济专家、学者、企业家必须谨言
慎 行 ，必 须 考 虑 自 己 的 社 会 责
任。如果总是追求在媒体的聚光
灯下抛头露脸，孜孜以求所谓经
济人物，甚至大放厥词，吸引公众
注意力，则与自己的身份相去甚
远了。

所以，这个年度经济人物评选
停办也算是对经济和公众的一种
贡献吧。

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丁晓阳

管窥社会

媒体观察

坐视女孩受辱
乘客不义司机违法
事件：12月5日下午，在河南南

阳通往社旗县的一辆大巴车上，22
岁女孩刘乐（化名）在车上遭遇一
男子猥亵。在女孩反抗并向大巴
车司机求救并要求其报警时，该司
机没有及时施救。

观点：女孩车上遭歹徒猥亵，大
巴司机和一车乘客皆无动于衷，这
种践踏道德底线的冷漠和麻木再次
深深刺痛公众敏感的神经。公允地
讲，诸如冷漠、怯懦、无情等情绪化
的道德批判很难全面解释“坐视女
孩受辱”现象，事件并非无法可依，
只有厘清责任，才能追究责任。就
事论事，坐视女孩受辱，乘客不义，
而司机违法。《合同法》在“客运合
同”章节中明文规定，“承运人在运
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
分娩、遇险的旅客”，并对旅客的伤
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陌生的大
巴上，熟人社会所遵循的道德规范
难以适用。此刻，最该站出来的是
司机，不管于情于理还是于法，司机
都没有坐视不管的理由。

来源：扬子晚报 作者：陈广江

不公开的公车
封存有何玄机

事件：12月 6日开始,南京市首
次实行公务车限行,30%的公务用
车被要求封存。网友希望,能将封
存停驶的公车车牌号“晒”出来。
南京市有关部门回应称,此次公车
限行执行的是国家公祭日期间环
境质量保障管控方案,该方案并未
要求公示封存公车车牌号；对停驶
公车数量也“不方便发布”。

观点：按照这一回应,不公示乃
是“依规而行”。这种说辞,看似有
章可循,实质却带有浓重的选择性
公开嫌疑。就封存公车的行动来
看,拒社会监督,不仅难以让封存的
政策善意与诚意直达民心,政策的
执行刚性何从保障,更是令人心生
疑虑。虽然南京市有关部门表示
将对公车封存进行严密监督,并联
合交警展开检查,但这种监督依然
没有跳出内部监督窠臼。抛开监
督效率不谈,较之于社会监督日常
化,其成本也值得商榷。如此一来,
公车改革被要求的透明程序就可
以“自行决定”为由大打折扣，公车
改革新政的严肃性也将被稀释。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朱昌俊

粗暴“复古”反显没文化
事件：近日,山西省太原市一面

刻有近百首唐诗宋词的文化墙,引起
了当地市民的关注。大家关注的,不
仅是刻在墙上的传统文化,更且扩大
到了表现诗词的繁体字上。据统计,
文化墙上共出现了33处错别字。

观点：一面文化墙上,竟然出现
了33个错别字——本来是要装有文
化的样子,不料却贻笑大方。前段时
间,安徽六安市的某文化墙上,出现了
二十四孝中“埋儿奉母”的故事,许多
市民对此非常反感,“埋儿”在当下就
是故意杀人,如此孝道,也要继承吗？

近些年,一些部门似乎患上了
文化“复古癖”。大街小巷一定要
有唐诗、宋词与汉赋,而且必须是要
繁体字才显高端大气上档次。然
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并不像
一些标语一样可以拿来就用。如
果相关部门工作不仔细,反倒会暴
露一些官员“没文化”。拿太原这
面没有文化的文化墙来讲,工作人
员很可能是用网上“简转繁”的软
件翻译过来的,对于这些繁体字,恐
怕自己都不一定认识几个。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王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