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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江苏

盐城下辖各县市区以文件形式
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
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会
的“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遭舆
论质疑。对此，江苏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副会长李新平日前回
应，这些财政供养人群的收入相
对稳定，对他们提这样的要求，

“我觉得一点不过分”。
（5月22日《京华时报》）

红会采取“逼捐”的方式筹
款，显然会让公职人员反感，“逼
捐”100元必然将潜在的10000元
善款推远。在公信力受损的境
况下，勉强可以将“逼捐”视为特
殊举措，然而红会却将“逼捐”视
为正常途径，还企图以此给社会

做榜样，这就是对慈善的亵渎。
依李新平副会长看来，用下

发文件的形式要求公职人员捐
款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收入
稳定，并且还能起到示范作用。
其实，这种理直气壮的“逼捐”，
就是利用权力乱作为，变相搜刮
公职人员的财产，只会让他们愤
懑，降低慈善应有的纯度，何谈
榜样示范作用？

据媒体报道可知，盐城当地
组织的“逼捐”行为，公职人员工
资遭到强制扣除，且不限于红会

“博爱万人捐”活动，名目繁多。
“逼捐”给公职人员造成困扰，彻
底违背慈善的原则，罔顾自愿
性，剥夺独立性。今天以“慈善”
名义逼捐，明天就可能以“爱心”
名义逼迫献血，后天就会以“扶

弱”名义强征义工……
慈善成为敛财的借口，哪怕

资金用途再合理也难以抹去其
灰暗色彩。倘若红会真的需要
钱，直接由政府财政划拨岂不更
方便？在权力的庇佑下，红会更
像是“假借虎威”的狐狸，没有丝
毫重建公信的诚意，而是默许用
权力为自己开道，这样的慈善显
然病入膏肓。

“逼捐”合理的论调表明，红
会公信缺失并非源于郭美美事
件，而是其自身不愿和权力诀
别，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是难
以坚守诚信、公平、透明的慈善
组织原则，这才是红会“深陷泥
沼”的根源。理直气壮的“逼捐”
让红会省心省力，也终将让其在
权力的迷药里沉沦。

今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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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件案子，当时已炒作得
沸沸扬扬，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
要说的是许霆这个人，显然比 7
年前有很大进步。记得当许霆被
关后，其父就一直为他奔波，尤其
一直坚持认为儿子无罪。可是儿
子当时却觉得父亲“没有为我做
最实质性的东西，没为我做我最
想要的东西”。从这句话让人觉
得那时的许霆真的是一个很自私
的人，即使面对父亲的大爱。他
一心想的就是自己能早出来，因
此希望父亲为他早交罚金，而当
父亲表示“不愿交”时，他就给父
亲“写信，希望他能交两万罚金，
交了可以早出来”。他不知道，父
亲不愿交罚金，就是认为儿子没
有犯罪，没有犯罪，就不应该抓，
即使抓了，也不应该交罚金。

7 年后，许霆终于也有了父

亲那样的见识。当其提出申诉
后，家里人都反对，说安安稳稳过
日子就行了，干吗还要折腾，连当
年力主申诉的父亲也不看好。相
比家人的反对，其他人的质疑声
显得声响更大，有的人认为许霆
从无期判成 5 年，又提前假释出
狱，现在“申诉”是“不知足，没完
没了”，也有人认为，许霆是“想靠
申诉获取名利”。

然而，许霆却告诉记者，申诉
的意义不是为了获得赔偿，甚至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申诉费
那么大劲，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但
我感觉这个（申诉）对于法律界、对
于社会上很多关心这个事的好心
人，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个
事情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以后类
似的事情人们也不知道法律的对
与错。……我想把事情说清楚，

我就来搏一下，四两拨千斤，搏成
了就成了，搏不成就算了。这个
事件是个公众事件，我自己明白
了，也要大家知道真相”。

说到这里，又想到前不久一
名在校大学生90后关凯元，在遭
到北大教授孔庆东的辱骂后，不
仅没有回骂，而且费了很大周折，
坚持上诉，2013年5月7日，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在微
博上骂人的孔庆东败诉，要求其
向关凯元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200元。这个胜诉的背
后，是关凯元在 4 个月里往返河
北涿州和海淀法院十几次，并且
经过了繁琐的程序才获得。

一个社会的法治进步，正是
依靠无数国民用这种实际行动推
动，这也是许霆刑满后又向法院
提出申诉的意义所在。

用认真精
神推动法治
进步

□文静（教师）

7年前，一名叫许霆的青年在广州
因ATM机故障获取17.5万元人民币，
事件发生后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
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辩论，
在当事人上诉后被改判为有期徒刑5
年。如今，许霆刑期已满，重获自由。
2013年5月13日下午，许霆正式向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
现在，他要对当年的案件提起申诉，要
求重审。 （5月22日《山西日报》）

新华网
身份的“世袭”值得全社会警惕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去打洞”，
一句古老的俚语，浓缩了无数百姓对家族
命运的深深担忧，也为近期一些地方在选
人用人问题上的倾向性苗头作了注脚。
接连的“火箭提拔”，不约而同的“官二代”
的背景，引发无数关注和质疑。官员的选
拔升迁本属正常，对干部的破格任用也很
正常，但不正常的是集中出现的干部选拔

“世袭”倾向。干部身份的“世袭”值得社
会警醒，但人们更为忧心的是贫困的世袭
和阶层的固化。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权力
一旦被垄断，将导致社会流动阻塞等一系
列后果。如果社会成员一出生就被打上
鲜明的身份印记，只凭家庭背景和后台关
系来决定所能获取的社会地位，那样的社
会不仅将成为一潭死水，更容易产生各种
分化冲突，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青年报
有什么比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还重要

“现在学校各项活动，经常是命令一
下，文件一发，一个个通知和指令传达给
学生，没有协商，没有对话。很多本应该
自愿性质的公益活动，也是这样强行下
达，让学生心生反感。”这是一名大学生的
抱怨。他还说，有些事情，学生有意见了，
却没有提建议的渠道。校长基本见不到
面，都不知道学校的领导们一天到晚忙些
什么。为什么大学的活动总是命令式
的？为什么校长和教师不愿意面对学
生？为什么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一个威
严的衙门？具体原因可能有很多，根源则
在于师生之间日渐稀缺的平等意识。没
有了平等，大家再难围坐在一起，校长、教
师的事情永远比学生更重要，也不可能会
有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剩下
来的，只有上下层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

公民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