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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社会有一种意识早已深入人心，
这就是：一次犯罪只是污染水流，而误判却是污
染水源。可让人难过的是，人类历史上因误判
伤害了无数的人们，甚至就绝对数而言，有很多
人因误判失去了他们的宝贵生命。

两年前的6月２日下午，河南省高院将赵作
海无罪释放的５月９日确定为“错案警示日”，
并要求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本省各级法院都要
组织广大干警围绕这起案件深刻反思，结合各
自实际查找漏洞，确保所办的每一起案件，所做
的每一项工作都不出现差错，并作为一项制度
长期坚持下去。

时隔两年，今年5月9日第二个“错案警示
日”，为深刻反思赵作海一案的教训，剖析错案

形成原因，探讨有效预防对策，省高院昨日上午
再次举办“5·9”错案警示座谈会，请专家学者全
面总结错案教训，深刻进行反思，时刻保持警
醒，防范错案再次发生。

我们知道，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冤假错
案时有发生。而每一起冤假错案，不仅都会给
当事人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的，甚至还会
发生错杀），也给我国司法尤其是法院带来极大
的负面影响，损害法官乃至国家形象，有时甚至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客观地说，冤假错案，最终大都由法官误判
造成。正如张立勇院长在座谈会上所说，无论
公安部门如何侦查破案，检察院如何起诉，一个
案件的最终判决权，关键还在法院。只要法官

把住最后一关，很多冤假错案就能避免。
遗憾的是，由于有些法官的职业道德和责

任意识不强，脑子中一些旧有的错误观念（比如
习惯“阶级斗争”，比如习惯有罪推定，看见嫌疑
人，就认定成罪犯）仍在作怪，导致不时会作出
轻案重判，甚至出现冤案。更荒唐的是，今年我
省三门峡市陕县竟还出现了“眼花法官”，引起
全国媒体关注，遭到无数网友的嘲笑或叫“炮
轰”，再一次给河南司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用张院长在座谈会上的话说就是：让河南法官
感到很难堪，很丢脸。

自然，说到错案，把“板子”都打在法官身
上，显然有失公允。如果实事求是，我们不能不
再次提到刑讯逼供，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冤假

错案都与刑讯逼供有关。在座谈会上，清华大
学博士生导师、法学教授张建伟有几句话发人
深思。他告诉我们，在今天，有一种“中国式错
案”，就是通过刑讯逼供造成的，而这种错案被
张教授称为“中世纪错案”，也就是说这种“错
案”只有在中世纪才会发生。

对于惩治犯罪，我们有法律，因此，嫌疑人
即使犯下“该死”的罪过，也应该依法制裁。我
们有些执法者之所以大搞刑讯逼供，除了司法
制度有空可钻之外，那就是人性。人性之恶导
致了这种执法犯法的行为。而这样做的后果，
严重影响了我们司法的公信力。可从一起又一
起错案来看，我们有些法官似乎从来不考虑他
们的公信力，这对一个社会才是最可怕的。

坚持“错案警示”，杜绝刑讯逼供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地产调控
疑似接近临界点

□徐冰（北京）

5月7日，扬州市财政局、房管局在官方网
站发布通知，对个人购买成品住房进行奖励，最
高奖励额度达所购房屋合同价款的6‰。尽管
奖励额度并不是多高，但很显然，这依然是个刺
激房产销售的政策，结合目前的话语氛围，完全
可以视之为地产的救市政策。

有业内人士据此计算，扬州以不足1亿的
成本救市，带来的税收收益则是20亿元。

所有关涉地产的救市政策，在当前不具备
充足的话语优势和社会支持，因此毫无意外，扬
州的救市政策遭到了公众舆论的巨大质疑。一
个有趣的插曲是，现在在扬州市房产管理局的
网站上已经看不到这个通知，媒体致电房管局
相关人士，得到的答复也是模棱两可。

如此顾左右而言他的应对，可谓形象勾画
了地方政府面对舆论压力的反应。扬州的救市
通知在官方网站上找不到了，但具体的政策是
否也立即停止执行还是未知数。按照通知的规
定，扬州的救市新政将在7月1日开始执行。

地方许多救市政策，都在舆论质疑中销声
匿迹。但正所谓前赴后继，地方政府在这场地
产调控的角力中显示了超强的执著。据统计，
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30个城市出台了五花八
门的救市政策。至于这些救市政策的最终结局
究竟如何，目前不得而知。也许，表面的高调宣
布已经没有了，但私下里的运作从未停止。

就在扬州市的救市政策出台前几天，有关
部委还高调声称地产调控政策要毫不动摇地坚
持下去。从当前宏观趋势判断，调控政策要想
转向尚不具备充分条件，但些许迹象却已出
现。其中，最值得引起注意的，则是宏观经济数
据的动向。中国今年一季度的 GDP 数据为
8.1%，低于预期的8.3%。这个数据是从2011年
第四季度8.9%的增速水平回落的，创下2009年
第一季度以来的新低。据此，市场中充满了对
政府近期将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预期。

这种预期不仅有经济学的理论支持，还有
中国经济运作的现实支持。正是在2008年，在
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全面
转向，那一轮的地产调控也戛然而止。这一转折
深刻地教育了市场：在目前中国经济格局之下，
经济的增长是所有社会改革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可以说，当前的地产调控政策看似意志坚
决，却实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从地方政府的
角度，最现实的当然是地方财政的减少，这一局
面，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从地方利益的自私本性去
认识。这种认识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差池，但却忽
略了地方经济所赖以增长的根本原因。在目前
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地方经济的基础就
是大规模的投入刺激，围绕地产所形成的产业
链，深刻地塑造了经济增长模式。这样的增长机
制，短期内并没有改观的迹象，这就从最根本之
处决定了，地产调控实际有一条很明显的底线，
它不可能被允许动摇经济增长的根基。

30个地方不断出台遮遮掩掩的救市政策，
而且从去年以来日渐密集，这种现象究竟折射
了什么样的经济脉动？各种利益的确在博弈、
在角力，但是置于中国经济实质的大的背景之
下，博弈各方的诉求实际是一致的。

还是别把高考当“战争”吧
□钱夙伟（浙江）

劳动者权益
不能只是制度幻影

□时言平（重庆）

5月 8日，人社部、国务院法制办
出台《特殊工时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意见稿明确，企业在保障生产
运营情况下，日工作时间超过4小时，
应保证劳动者享受不少于 20 分钟工
间休息，而工间休息时间计入工时。
每日工作禁止超过 11 小时，夜班劳
动，企业应支付夜班津贴。

（5月9日《新京报》）
在劳动者权益屡屡失陷的情境

下，《特殊工时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
稿)》的出台，无疑又一次填补了劳
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空白。正如其
他劳动权益保障法律规章的出台一
样，其政策善意是毋庸置疑的。但
制度预期如何促成现实改变，不至
于沦为制度画饼，却是个值得思考的
现实命题。

无论拟将工间休息计入工时，还
是上班不得超过 11 小时的限制，抑
或是对夜班劳动的津贴要求，都将
避免劳方被资方无限榨取的可能，
不仅是人性化的体现，更是对劳动
者应有权益的切实保障，以及公平
正义的有力维护。现实当中，劳动
者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超时工作
得不到补偿，缺少制度性的制约和
规范，一些不定时工作的岗位，尤
其如此。

因此，“工间休息入工时”等制度，
从制度设计转化为现实保障尤为关
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策落地。而
要让善政的种子落地，一方面需要劳
动保障部门依照法律规章主动履行职
能，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另一方
面，则需要依靠真正代表劳动者共同
利益的社会团体和权益救助机构，以
平衡劳资双方的话语，不要让势单力
薄的劳动者独自去向话语强势的资方
争取权益。制度文本，除了折射政策
善意，在话语失衡的情境下，并不能成
为维权的有效武器。劳资博弈、权益
维系，制度只是方向和纲领，执行落地
才是真正的驱动力。

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空白正在
不断被填补，但劳动者权益生态却似
乎未能实现与之相应的改善。作为
劳动者，我们不仅要“看上去很美”
的制度条文，更需要用起来有效的
制度环境。若制度条文难以落地，
那么政策善意势必难以抵达民心；
若制度虚置变成花瓶，那么势必难
以保障劳动者被鲸吞蚕食的权益。
制度的幻影只能麻醉社会管理者的
视野，却不能消弭话语弱势的劳动
者权利失陷的痛感。并且，长此以
往，在这种制度幻影的阻隔下，社会
管理者与劳动者眼中的权益生态，势
必出现截然不同的风景。

“这是一场战争，一场青春的战争。”这句话来自今年东莞高级中学的高考
加油视频，这部满怀青春的激荡和情怀的视频是由高级中学低年级学生和毕业
学子，为一个月后正式步入战场的高三同学制作的，里面有学妹学弟的热情鼓
励，也有学姐学长的细心嘱咐。 （5月9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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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励志”，于高考前屡见不鲜。或
许，这确实会有刺激的作用，但是，一个可
以想见的副作用，就是也有可能把一些同
学压垮。而这样的不幸乃至悲剧，同样屡
见不鲜。

显然，“战争”之说，实在太过残酷。“战
争”总要分出胜负，战争的后果总是伤者累
累尸横遍野，胜者为王的同时败者为寇。然
而，高考却只是一次考试，只是一道进入高
校学习的门槛。

而且高考本来就很难分出“胜负”。高
考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许多不确定因
素，使高考成绩并不能准确地判定考生的一
贯水平，而且学生中也有不同的类型，有的
是大器晚成，有的有自己独特的专长，这些
更是高考所考不出来的。

即使在高考中“胜出”，也只是在一场考
试中拔尖而已。渲染成“战争”的“胜者”，或

让他们失去平常心，乃至有可能对他们的心
理上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不利于成长。比如
许多号称的尖子生，集中到一个所谓天才云
集的环境里后，因不堪重压，而最终只是昙
花一现。

实际上，现代社会，无论学历职业都无
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科班出身的也未必
更有才，行行出状元，“天生我材必有用”，

“条条大道通罗马”本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事
实也正是这样。而且，比如如今市场对蓝领
技工的需求，也确实更为迫切。

无疑，给高考降温，让高考回归理性，才
能扳正陈腐的、扭曲的择业观、人才观、人生
价值观，这于一个社会健康持续的发展所不
可或缺，也是全社会的责任。其实，现在不
少学校所谓高考的“励志”，是出于升学率的
考虑，“鞭子”抽在考生身上，驱动的，其实是
学校的功利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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