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A河洛评谭2013年2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李新伟 校对／黄睿典 组版／洪岭

洛浦听风

官员减刑需要绝对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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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我们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魏春兴

【新闻背景】山西前
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提前出
狱，但其是否符合减刑假
释条件引发质疑。有资料
显示，全国判刑的省部级
官员共计100多人，除了
个别判处死刑者外，大多
获得了减刑、假释和保外
就医。（2月21日《中国青
年报》）

服刑官员也是人，就
跟普通罪犯一样，只要确
有悔改表现，符合法定条
件，并非不能减刑、假释，
这也是法律赋予的平等
权利。

但必须强调，就算丢了
乌纱、锒铛入狱，服刑官员也
是公众人物，他们的动向也
会引起关注。因此，即使他
们符合法定条件，在执行假
释、减刑或保外就医前，司法
机关也应向社会公开。

侯伍杰绝非个例。广
东江门原副市长林崇中因
受贿罪被判刑 10 年，却一
天牢没坐，还在审理期间
就用不到10万元，办好了

“保外就医”，而获刑 5 年
的潮州市原市政府副秘
书长刘益民，同样特殊

“保外”。
贪官减刑、假释多，不

仅令人叹息他们神通广
大，更折射出官员服刑的

“折扣化”。这种表象下蕴
含的奇怪因素，严重损害
司法的公信力。

2012年7月1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对“悔
改表现”“立功表现”“减刑
幅度”等都有具体阐释。
若服刑官员真符合条件，
何不一一对照条款，并严
格向社会公开，以此消弭
公众的不信任？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发现地上有
大量现金，5个10岁左右小学
生的举动不一般：1人通知家
长，4人手拉手保护现场。对
此家长们先是不敢相信，几经
孩子们“汇报”情况才赶到现
场，并打电话报警。（见本报
昨日A09版报道）

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的
举动，让人想起前些日子发
生在上海的一件事情：从安
徽到沪打工的秦某在去银行
存钱途中，放在兜里的1万多
元现金不慎掉落，被风吹散，
慌忙捡钱的他没有料到，周
围许多行人和司机非但没
有帮他捡钱，反而上前哄
抢，秦某一度半跪于街头，
请求大家还钱。事发地的
监控视频显示，捡了钱就跑
的人中，甚至有从豪车上蹿
下的车主。

小朋友们的想法很简
单：不是自己的钱不能动，应
该妥善守护；家长的想法则

“复杂”一些，甚至认为孩子
们很“天真”：地上这么多钱
咋可能没人捡走？这是不是
骗子设的局？

想法“复杂”，不奇怪。
是啊，“老人摔破头围观群
众无人扶，家属表示理解”

“孩子路见倒地者上前帮
助，被家长嘲讽训斥”……
媒体上不断有这样的报道，
加上“好人不能当”的“生活
经验”，常让人感觉心如坚
石才算“成熟”，跳脱规则才
是“能耐”。

而当这样考虑问题成为
多数人的选择时，路上捡钱
还不还？老人倒地扶不扶？
这些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就
开始被社会广泛讨论起来。

当然，有理由抱怨，迅速
崛起的商业文明影响了传统
道德观；法制建设不足、社会
自治空间不足影响新的道德
体系的确立。可是，一旦人
们精神中的戾气越来越多，
行为中的“邪劲儿”越来越

大，把守规矩、当老实人看作
不正常甚至蠢笨时，我们将
造就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
境？不难想见，在这种环境
下，守规矩人的合法权益会
不断受到挤压，甚至逐渐被
社会边缘化。

这真让人感到害怕。
如果说法律保障的是合

乎人类道德观念的秩序，社
会道德则调节了群体之间、社
会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模式。
丧失了道德感，大家都不守
规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必然表现为赤裸裸的物质
利益或权力行为，社会也将
再入丛林状态。谁都不愿
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重塑道德，很大程度上
有赖自下而上的自律社会的
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