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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个论 ■街谈

广东省本月已开始执行《广东省
司法厅关于社区矫正人员考核及分
类管理的暂行规定》(简称《规定》)，
其中规定，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普通
管理、重点管理、特殊管理的分类管
理模式。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考核，采
取量化的实时记载扣分，共计二十四
项的扣分行为如：擅自接受采访、发
表演说的，将一次扣4~5分。考核的
分数高低成为对社区矫正人员奖惩
的重要依据。（12月16日《南方都市
报》）

社区矫正人员，接受采访要扣
分。广东省的这项关于管理社区矫
正人员的考核标准，有些出人意料。
虽然法律上并没有对采访权以及被
采访权作出明确的划分，但实际上，
这部分的权利已经包含在《宪法》所
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内。当然，关
乎言论表达的自由，自然有着边界和
底线。但所谓边界和底线，从来都是
以事后的追惩为形式呈现，而绝非所
谓的事前设下重重门槛。

作为社区矫正人员，其所享有的
公民基本权利，自然应少于一般公
民。具体就现实而言，把社区矫正人
员这一群体接受采访的权利都予以

“上缴”，这对他们身心矫正工作将构
成极大的冲击。毕竟，从社区矫正的
定义来看，其核心要义，就在于不与
社会隔离，利用社区资源矫正相关人
员的负面心理和陋习。广东有关方
面把他们关在媒体的大门之外，正是
拉开了他们和社会之间的距离。这
从表面上看，是令其心中时时有敬
畏，但更深层次说，是给他们贴上了
标签。所谓重新融入社会，矫正犯罪
心理云云，在这样的标签感之下，又

谈何顺利进行？
从法治精神的角度而言，这种

用有色眼镜看待人的规定，完全没
有法理依据。关于社区矫正人员能
不能接受采访，《社区矫正实施办
法》并无明文规定。广东省颁布的
这个规定，所谓擅自接受采访要扣
分云云，显然与上位法精神相抵
触。当然，作为实施社区矫正的下
级机关，制订一些更加具体的规定
和要求本无可厚非。但必须厘清的
是，关乎规定条款内容的程序正义
和实体正义。具体到管理社区矫正
人员的规章制度，其立法精神，应该
是基于一种帮助、感化、激励和诫勉
社区人员的心态，而绝非肆意剥夺
社区矫正者的正当权利。

只要知错能改，任何人都应拥有
重新回到社会的权利。就社区矫正
而言，其管理对象不同于一般的罪
犯，通过“矫正”让他们能够从容回归
社会，是终极目的。这需要他们自身
的努力，也同样离不开管理者的细心
教导。“擅自接受采访扣分”，既是对
这部分群体的不信任，更是对自身工
作的不信任。从舆论监督的角度而
论，这还带有某种回避监督的味道。
长期以来，社区矫正是舆论关注的盲
点。但盲点并不意味着“冷点”。作
为司法工作的一部分，社区矫正亦需
舆论力量的介入监督。如果仅仅因
为一些社区矫正人员接受采访，有可
能说出关乎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种种
亟待改进之处，就禁止擅自接受采
访，这会不会显得这些部门自身架子
太大，缺乏直面社会监督的勇气与信
心？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北京井底人”王秀青，为省房租
供子女读书住在供热井里。该事件经
媒体曝光后引起巨大的反响。社会纷
纷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最新的好消息
是12月10日下午，“井底人”王秀青与
北京城市学院签订了劳动合同，正式
成为该校后勤部门一名员工，除了每
月3600元的稳定薪水和社保外，他还
搬进了学校为他安排的宿舍。

“从井下搬到地上了。”王秀青说
他很高兴，人们也替他如今的生活改
善感到开心。但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

“面对面”节目采访时，说出的一段话
却耐人寻味——王秀青在井底生活了
十年，他从没主动申请过农村低保。
在被问及为啥不去申请时，王秀青说，
老找政府也给别人添不少麻烦，“感觉
我没本事，给政府好像带来很多不体
面。我媳妇就说别找了，别给政府添
麻烦。”（12月16日央视）

质朴的王秀青，正是千千万万普
通进城务工农民的缩影。他们背井离
乡，怀着给家人提供一份生计的卑微
愿望来到大都市。且不说，大都市给
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摩天高楼
的高耸入云，不是灯红酒绿的繁华炫
目，而是生活的艰辛，就是那想回却回
不去的家乡，也总是在梦里才看得清
楚一些，乡愁总伴随着故乡的贫瘠萦
绕四周。

王秀青称，一直没主动申请过农
村低保，是因为“老找政府，怕给别人
添麻烦。给政府带来不体面”。这里
面的潜台词不难读懂，老实人“王秀
青”之所以会留下“给人添麻烦”的印
象，估计要么是自己曾想找政府帮
忙，却遭遇门难进、脸难看的机关作
风，碰了一鼻子灰；要么是他曾听周

围其他人，谈及过类似经历时，留下
了这样的印象。

总是在个别小地方、小机关，总有
一些手上有些“小权力”的人，把自己
当成了“大衙门”，给民众脸色看，用官
僚作风给群众添麻烦。最新一起事件
是，一位自称大学刚毕业的网友发微
博称，日前其在安徽阜阳市临泉县公
安局老集镇派出所办理户口补录时，
竟遭遇该所一位民警索贿。可见，为
难民众，谋取私利，已成为个别办事机
关的工作模式。试问，如果没有微博
曝光，没有上级机构介入，是否仍有很
多“老实人”白白吃了哑巴亏？这样的
事情多了，也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就不
去“给政府找麻烦”了。

自从去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
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
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之后，各地陆续开
展了转作风、树立机关新形象的工
作。实施一年来，也确实卓有成效，
类似给群众“添麻烦”的行为陆续减
少。但从“井底人”从未申请过农村
低保及类似的事件中能够看出，一些
地方政府工作中可以查缺补漏的地
方还有很多。比如让贫困群体“应保
尽保”，为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提供
帮助等。

体面的政府，应该是让群众感到
贴心的政府。对于公民提出的合理要
求，及时予以解决；按照政策规定，关
心群众的“麻烦”，及时提供保障。只
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找政府办事
当成找麻烦，并能在办事过程中得到
了尊重和帮助，这样的政府才符合公
共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意，才是践行
了“为人民服务”政府的核心理念。
□刘晶瑶

不应限制社区矫正者的“被采访权” 井底人“别给政府添麻烦”的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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