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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锐评

禁醉驾血腥标语
是文明社会的鞭子

热点
话题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14日以投
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市“2·20”特大水污
染事件嫌犯、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
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
合并其他罪行，决定对胡文标执行有期徒刑
11年。这是中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
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
人判刑。 （8月18日《成都日报》）

当污染当污染与投毒画上等号

有人曾说，一个社会如果只有“鞭子”，那么一旦放下“鞭子”，所有的恶行就会反弹。
事实上，“酒后驾车者医院给你开好了房间”“酒后开车是驶向死亡与坟墓的选择”，这

些血腥的诅咒式标语正是文明社会的一条“鞭子”，虽能暂时恫吓一些人，却难以祛除他们
根深蒂固的陋习，甚至还教会更多人用不文明的表达方式去“以暴治暴 ”。血腥的诅咒标
语之所以流行，实际也从侧面证明了社会文明陷入尴尬，某些行政单位监管措施乏力，手
段缺乏创新的困境。 ——《重庆时报》话题：上海倒楼事件所涉

镇长助理因贪污被捕
网友发言

镇长助理是“临时工”，这个结论简直不
可思议。 河北保定网友

一个镇长助理就能让一幢楼倒下去，顺
着往下想，如果他的官再大点，后果会有多可
怕？ 山西太原网友

要查到底。不光是助理一个人吧，还有
没有大鱼？ 北京网友

话题：公安局副局长替子
泄愤逼6名青年下跪被撤职

网友发言
这几名小青年惹上了“高衙内”，下跪还

是轻的。 广西网友
不知道这个副局长处理案件时是不是也

如此有创意？ 黑龙江网友
大家一起来竞猜：他什么时候复出？

江西赣州网友

在这次水污染事件的判决上，以更重的罪
名、更严厉的刑罚来追究环境污染者的刑事责任，
不仅迎来公众的欢呼，还赢得不少法律学者击节
赞赏。与此相映的还有，最近成都市中院首次以

“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者孙伟铭判处死刑。
我们看到，在“投放毒害性物质罪”之前有

“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在“危害公共安全罪”
之前有“交通肇事罪”。这些罪名之所以被弃
用，原因在于一些执法部门有法不依、违法不
究、执法不严。一个基本事实是，据原国家环保
总局副局长汪纪戎此前披露，“到2005年底，全

国以破坏环境罪定案的只有3起”。近10年
只有3次使用该罪名，并不意味着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很少发生，而是执法疲软带来的后果。

单单依赖刑罚之严厉，而放弃刑罚之执法
刚性，势必导致违法行为接连发生。理性地反
思当前的执法生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体
认：整治环境污染、危害公共安全，乃至一切违
法犯罪行为，不是依赖一时的严刑峻法，而在
于常态化的“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
严”。众怒下应景式的严判做法，可治一时，难
治一世。 尹立青

重典难掩法治不彰尴尬

绕开法院为何以新罪名来重典惩处污染
行为的初衷不说，法院以投毒罪代替重大环境
事故污染罪，来寻求个案的严判，虽不失为民
愤之下的权宜之计，但绝非加大环境污染处罚
力度的长远治本之策。

这一全国首次使用“投毒罪”的判处，尽管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愤，但是也带来了疑惑。
众所周知的是，污染和投毒本就是两回事，盐城
法院使用投毒罪无非是强调了“故意”二字，试
问全国所有投放污水企业，哪个厂家不是故意
的？为何同样的环境污染，唯独一家以投毒罪
论处？因为污染比其他都严重，使用“重大环

境事故污染罪”的七年刑期是否有些轻了？
或许这样的道理成立，但是法律领域的这

种快意恩仇一定要正义的程序来支持。如果
普遍觉得加大污染处罚力度的情况下，“重大
环境事故污染罪”量刑过轻，法律的着眼点就
是进行修法来重新制定量刑标准，而非使用新
的罪名。

惩处污染以儆效尤的结果固然重要，但法
律的公信来自于比结果更重要的程序正义。
如果首次使用的“投毒罪”成了法庭判例，那以
后投毒与污染之间该如何界定？或者说，二者
有没有界限？ 马想斌

为何九成人体会不到“工作着
是美丽的”

某知名招聘网站对万名职场人的调查显
示，近九成职场人表示自己工作并不快乐。

（8月18日《广州日报》）
女作家陈学昭写过一本小说——《工作着

是美丽的》。可这个无情结论，却把职场中人
的现实真实心态和盘托出，如果作者看见了，

会不会再写一本“工作着是痛苦的”呢？
为什么职场人工作会不快乐？调查显示，迷

茫和找不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工作不快乐的首
要原因；薪酬太低又加薪无望位居第二；而目前岗
位不能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排在了第三。

千万别小觑了调查透出的信息。很难设
想，一个不能快乐工作的员工，会迸发出不息
的工作热情，会发挥出极致的创造才能，会创
造出丰硕的社会财富。

人们对工作不大满意甚至极不满意，并不
能放弃工作逃离职场，这是因为，很少有人能
摆脱工作是唯一谋生方式的命运。不妨想想，
只有一成多的人感到快乐，而快乐又主要来自
家庭的和谐，这难道不值得格外关注吗？

雷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