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还是刑讯逼供惹的
祸。当然，浙江萧山检方说得很
轻巧，只认为他们的“审讯方式不
文明、不规范”。那么，是刑讯逼
供，还是仅仅“不文明、不规范”，
只要读了报道，就一清二楚了。
报道中有这么几句：“18年前为何
认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陈
建阳、田伟冬、田孝平、王建平、朱
又平这5名青年昨日法庭陈述的
主题，田伟冬曾因受不了而咬断
舌尖，王建平更是描述‘就像一部
恐怖片’。”

因刑讯逼供让受审者因熬不
过而咬断舌尖，甚至差点因此被
执行死刑即冤杀，这也还能用“不
文明”来解释吗？对人的生命不尊
重到如此地步，而且检方自己也承
认未按刑法侦查去做（其实就是违

法），这也还能说仅是“不规范”吗？
刑侦破案很辛苦，这是人们

能想象得到的，可再辛苦，也不能
不按正常程序，也不能不依法办
案。一时破不了案，或者图省事，
就来野蛮的，就依靠毫无人道可
言的刑讯逼供，这还有何法治可
言？又怎么让百姓信任我们的司
法制度？

我们有些刑侦人员似乎不是
在比谁的刑侦技术高、谁的刑侦
技术巧，而是比着看谁更会使用
刑讯逼供。不然，也就不会出现
一件又一件让我们看到的这些冤
案，在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无
法弥补的伤害的同时，也让中国
的司法蒙羞。

正是从这层意思上说，司法
部门虽然强调错案必纠，也绝不

能对搞刑讯逼供的办案者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否则，不仅不利于
认真吸取教训，而且在冤案得到
纠正由国家赔偿后，很可能就把
教训忘得一干二净。

过去，我们常喜欢讲“人命关
天”，而这似乎更应该成为一些刑
侦办案者的“座右铭”。可事实
上，在我们有些刑侦破案人员那
里，即使不能说他们对待办案像
儿戏，也根本看不出有“关天”这
么重要。不然，他们为何敢于刑
讯逼供？难道他们就不怕刑讯逼
供极有可能制造出冤案吗？到底
是一种什么办案思想让有些警察
敢于这样做呢？

这一个又一个问题如果不能
真正得到解决，谁都不敢保证今
后不会再出冤案。

今日关注

不 能 把
刑讯逼供仅仅
说成“不文明”

□秦何堪（媒体人）

浙江萧山5名青年因被认定为萧
山两名出租车司机遇害案制造者：4
人被判死缓、1人被判无期。入狱10
多年后，真凶在2011年重现。为此，
6月25日，浙江省高院对这宗18年
前的案件启动再审。庭审时检方承
认，侦查阶段的确存在未按刑法侦查
的情况：一是连续讯问；二是审讯方
式不文明、不规范。

（综合6月26日多家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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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应当承认，地沟油治理难是

客观存在，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
待和治理地沟油却考量着公共管
理部门的责任。此前，有学者提
到：“全国每年有 200 万吨到 300
万吨地沟油回流餐桌。”按照现有
消费情况，一个人在外吃 10 顿
饭，就可能有一顿碰上的是地沟
油。而“八成地沟油流入餐桌”、

“地沟油的毒性是砒霜的100倍”
之类的信息更是刺激着消费者的
敏感神经，可以说，用地沟油是清
朝产物来回应民意，显然是不负
责任的。

强调地沟油是清朝时期就形
成的，是对监管不力和执法不严
的遮蔽。事实上，以防范地沟油

为例，在国家层面就有食品安全
法、产品质量法、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流通环
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
可以说，只要执法部门各司其职、
严格执法，各执法环节严密防守，
地沟油想泛滥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用“10个部门管不住
地沟油”进行嘲弄时，就意味着只
要任何一个部门能履行职责，就
斩断了地沟油的黑色产业链。因
此，强调地沟油是清朝就形成的，
而现在很难管，不过是说“一个部
门管不了”和“多个部门管不好”。

国外也有地沟油，日本地沟
油由专业公司回收，并以较高价

格卖给日本政府，政府则将地沟
油提炼后，用于垃圾车的燃料；在
德国，每桶泔水都有“身份证”，依
靠法律杜绝地沟油流向餐桌；在
美国，用地沟油牟利，其违法成本
足以震慑企业主。而在这些治理
措施的背后就是对地沟油的“零
容忍”姿态，可以说，离开了“零容
忍”，谈治理地沟油是不可想象
的。正因此，哪怕地沟油是清朝
时期就形成的，只要真正落实了

“零容忍”，完全可以治理得了。
在某种程度上说，强调地沟

油很难管，其实就是监管不力、责
任心不强、不作为。唯有监管者
加大执法力度，斩断利益链条，才
能真正根治“地沟油”顽疾。

热点话题

惊闻“地
沟油是清朝就
形成的”

□舒锋（教师）

早在去年4月，云南省政府就出
台了全国首个《关于做好地沟油制生
物柴油工作的指导意见》。然而，面
对昆明市每天有1500吨餐厨废弃物
及150吨地沟油处于无人监管的状
态，该市城管局负责人竟然声称：“地
沟油是清朝时期就形成的，现在突然
让我们统管起来，这是很难做到的
事!” （6月26日云南网）

人民日报
集中解决“四风”问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称作“四风”问题。“四风”的形
成非“一日之寒”，“四风”问题的解决务
必下大气力，甚至要有壮士断腕的勇
气。解决“四风”问题，诚然需要广泛而
深入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更需要对准
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反对形式主
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反对官
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
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反对享乐主义要着
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
奢靡之风要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
逸的不良风气。只有从实际出发，抓住
主要矛盾，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
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
问题，才能扶正祛邪，取信于民，凝聚共
识，焕发出促进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新京报
二审王书金，要让公众看到真相

王书金是不是奸杀案的凶手？聂
树斌有没有被冤枉？都需要依法审
理。而最要不得的就是延续一审的“鸵
鸟政策”，回避奸杀案、回避对聂案的再
审。如果奸杀案确非王书金所为，那么
更需拿出足以让人信服的证据和逻辑，
说明王何以能凭空指认奸杀案的现
场。8年了，很多人等了太久。这对于
司法又何尝不是一个尴尬？对于正义
的拖延、对于可能错案的回避，时时刻刻
都在损害司法公信。二审王书金，能否
给出聂树斌案的真相，为这一切开始画
上一个句号。而当事司法机关若以透
明的程序、坦诚的态度，依法审理王书金
案，击破种种传言，还公众一个真相，也
正是重建司法权威、司法公正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