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冤假错案时有发生，不仅伤
害社会公平正义，还有，就是让
百姓对法律失去信心，乃至根本
不信任法律。冤假错案最伤是

“人心”。
现在从媒体报道中我们不时

会看到有些案子，只要有钱，就能
摆平，而有些当事人因为贫穷，本
该打赢的官司，最后还是输掉了。
所以周强在此次召开的全国高级
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就强调：“让有
理无钱的人打得起官司、让有理有
据的人打得赢官司、让打赢官司的
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让确有错误
的裁判依法得到纠正。”

这几句话，可以说都是有针
对性的。因为现实中时常出现有
理无钱的人打不起官司，只好“认

命”；而“有理有据的人”，也常常
在一些善于搞歪门邪道的对手中
败下阵来，这一切又缘于我们司
法队伍中一些审判人员不是依法
办案，甚至不廉洁，知法犯法。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办了冤假
错案，就应该尽快给予纠正，还当
事人清白，该赔偿的一定对当事人
合理赔偿。绝不能为了完成所谓

“任务”，为了法官的“面子”，明明把
案子审错了也不肯承认，更不愿意
纠正，即使谁都知道是冤假错案，
碍于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
还是千方百计拖下去。

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最
重要的就是要让人民充分相信法
律，信任各级司法部门。如果不
能保证做到这一点，那么，有些社

会矛盾以及各种需要走司法程序
的案件也就很难获得一个公平处
理的结果。而一个社会，如果人
们不相信法律、不信任司法机关，
那种情形是很可怕的。

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法官
也是人，加之各种因素，谁都不敢
保证司法判案100%准确，不出现
一点纰漏。但各级司法部门应尽
最大努力争取少出乃至不出冤假
错案，更不要出大的冤假错案。
要知道，即使冤假错案是万分之
一，对于当事人而言，也是100%。

众所周知，一旦成为冤假错案，
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就会很大，极
端的，还会让当事人有可能失去生
命。所以说，即使要求重大案件不
出一起冤假错案，也不为过。

依法治国

冤假错案
最伤是“人心”

□梁欣（教师）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7月
4日在长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
座谈会上强调，冤假错案是对社会公
平正义的极大伤害，要坚决防止和依
法纠正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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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出通知，自

7月10日起调整非居民用天然气
门站价格后，多地民众又“喜迎”了
水价的调整。据7月4日新华网报
道，近期，国内多地启动水价调整
方案，计划上调或已经上调的包括
上海、武汉、遵义和芜湖等多个城
市。水价上调固然是趋势，但如何
在涨价中尽量减轻居民负担，需要
更合理的政策设计。

水价又调整了。在笔者的印
象里，仅这两年间，一些地方水价
已涨了好几回。开听证会、听取
代表意见、涨价，几乎成了水价调
整的固定模式。诚然，由于成本
上涨、提升水质等因素，供水企业
难以令水价保持一个恒定的水
平。但过于频繁的水价调整，却
让很多民众心生抵触。

原因何在？在笔者看来，关

键还是因为尚未建立一种更加公
开透明的涨价机制。为什么涨
价？对哪些群体涨价？如何涨
价？这些事关水价上涨所必须说
清楚的事儿，不是一场简单的水
价听证会就能承载。以上海最近
的水价听证会为例，多数代表并
不是不理解涨价，而是认为定价
机制尚存缺陷，“多用多负担”导
向也未确立。

从报道中可知，上海此次水价
调整，第一档水价价格为3.5元/立
方米，第二档为4.1元／立方米。这
样的定价是如何出笼的？每一档的
划分又有哪些依据？这些，民众都
不得而知。同时，第一档的水价恰
恰最能反映多数居民的日常需求，
如果“阶梯”效应无法呈现，无疑使
得借此引导人们节约用水的良好
愿望，陷入“空中楼阁”。

问题不止于此。以上海为
例，居民用水只占城市总用水量的
40%左右，而工商业用水却占到
60%。因而，应当在水价调整中，突
出不同种类用水的价格差异，拉开
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的价差。更
为重要的还是，在供水成本公开透
明的问题上，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
城市，也未能做到做好。

避繁就简而言，当下不少地
方的水价调整，基本存在两个层
面的问题。一是听证代表选拔机
制、听证会程序设置等还有待完
善。比如如果选出来的多半都是

“举手党”，谁来为民代言？二是
供水成本公开透明的问题，不少
地方依然理不清。而要力避“超
标吃喝招待费也计入供水成本”
等状况的发生，必须依赖于更加
公开透明定价机制的建立。

今日关注

水价调整
需更加公开透
明的定价机制

□杨兴东（媒体人）

当下不少地方的水价调整，基本
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听证代表
选拔机制、听证会程序设置等还有待
完善。比如如果选出来的多半都是
“举手党”，谁来为民代言？二是供水成
本公开透明的问题，不少地方依然理不
清。而要力避“超标吃喝招待费也计入
供水成本”等状况的发生，必须依赖于
更加公开透明定价机制的建立。

北京青年报
“江水泡饭”是怎样的“生活习惯”

6月29日，有志愿者发布了一组图
片，内容为云南丽江永胜县东山乡东江
小学学生用江水泡饭。对此，东江小学
校长和永胜县教育局皆表示“冤枉”，他
们称东江小学执行了营养午餐计划，学
生接江水泡饭是生活习惯。我相信当
地教育部门的这番回应，真的，因为我们
小时候也曾有过类似的“生活习惯”：跑
得满头大汗，舀起一瓢凉水就喝，习惯
了；大冬天光着身子穿棉袄，里面连件衬
衣也不套，习惯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
所谓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环境造就，
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特殊产物。千
万别拿习惯当必然，社会在进步，不管是
生活习惯，还是个人习惯都要与时俱
进。从这个角度看，谁失职，谁的工作还
有欠缺，希望都对着江水好好照照。

京华时报
关爱国民党抗战老兵彰显民族良心

原国民党抗战老兵问题终于进入
制度保障视野。民政部一气提出了四
个方面的关爱措施，其中最具实质意义
的，是“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
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
保障条件的纳入相应保障范围”。历史
车轮已碾过烽烟与尘埃，今日中国正行
进在中国梦的征程上。在对待国民党
抗战老兵问题上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共
产党的胸襟，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良
心。国民党抗战老兵在抗战时毕竟发
挥作用，于民族有功。同时，实现民族复
兴亦需要凝聚最广泛的力量。因而关
爱国民党抗战老兵，既是一种民族良心，
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可以为国民党抗战老兵做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