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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警察打死人证据咋成了
“逃亡之旅”

今
日
头
条

太原讨薪死者工友逃两公里保
存警察打死人证据。据讨薪死亡的
河南女工周秀云的工友孟林介绍，当
时涉事警察王文军一只脚踩着周秀
云头发，“零下10多摄氏度天气，他就
那么狠心，我用手机录了下来”。警察
发现有人拍照，就收了三四部手机，孟
林一直向西跑了一两公里，才甩掉了
追赶的警察，保存了证据。
（1月7日《郑州晚报》）

感谢这位工友。他一路狂奔甩
掉警察追赶，保存了警察打死人的证
据，为事情真相最终得以曝光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现如今，某些单位和某
些人为了推卸责任、逃脱问责，不惜
置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于不顾，你不
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他们就不会认
错。讨薪女工命丧派出所后，当地相
关部门一开始并未立案，且有警察倒

打一耙，称“网络照片的拍摄角度是
从当事民警侧后方拍摄，因此产生了
脚踩着妇女头发的视觉误差，而且上
传者断章取义故意误导广大网民”。
还好，当时在场的民众不仅拍下了照
片，还拍摄了视频，让那些试图忽悠
公众、蒙混过关的说法不攻自破。

真替这位工友感到后怕。可以
说，他为了保存证据冒了很大的风
险。这绝非危言耸听，近年来，老百
姓因拍摄执法被殴的案例频频见诸
报端，有人还因此丢了性命（如湖北
的魏文华）。北京甚至还发生过“男
子旁观执法打电话被误当拍照，10余
人对其围殴”这样的奇葩事儿。幸亏
这位工友逃得快，幸亏太原警察腿脚
不太利索，万一当时被追上了，谁知
道会出现啥后果？

保存警察打死人的证据，本不

该成为“逃亡之旅”。法无禁止皆可
为，并无哪个法律条文禁止公众拍
摄执法。执法行为并不涉及国家机
密，无须遮遮掩掩。并且，公民对此
进行拍照或摄像，也是对相关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的一种正常监督。只
有允许监督、鼓励监督，才能督促相
关部门规范行为、确保执法公平公
正和公开透明。

为何有人“防火防盗防拍照”，不
惜动用武力收缴公民的手机？最根
本的原因无非两个：一是他们存在过
错，心虚；二是他们试图掩盖问题，逃
避责任。查查收缴手机的单位和执
法人员，发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同
时，这种做法本身也涉嫌侵犯公民的
合法权益，应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坚
决予以杜绝。
□乔志峰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
在1月1日启动，这是自2014年6月
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
院士增选。中国工程院内部人士对
记者介绍，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
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
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0版）

无论是科学院还是工程院，准确
地说都是学术性服务机构，不是“官
员俱乐部”。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
归学术，只有这样，院士与官员才能
各自专注于本职工作。这次制度变
革虽说是回归了常识，但由于过去多
年没有做到，这次算是不小的进步，
值得喝彩。不过，这次去行政化改革
还是不够彻底。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办法
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
不作为候选人。中国科学院也有类
似规定。这一规定中所指的“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显然是仅限于党政机
关，而很多事业单位领导、国企高管
的行政级别都在处级以上，但却不在

限制之列。
该不该限制像大学校长、院长、

国企董事长这种官员参选院士？可
能大家意见不一。一种观点会认为
这种官员不是党政官员，不会动用公
权力干扰院士评选，也不会加剧院士
队伍“行政化”，可以参选院士；而另
一种观点会认为，这种官员也有行政
级别，本职工作已经很忙，不应该参
选院士。

依笔者之见，院士既然是一种最
高学术称号，应该让那些专注于学术
的人来参选。很显然，大学校长、院
长很多精力用在了行政事务性工作
方面，即使是学术成就已经很高的校
长，有行政职务之后投入学术的精力
也是很有限的。而国企高管的主要
精力在企业管理和经营方面，也没有
多少精力从事学术研究。

所以，理想的院士增选制度应
该是，凡是有一定行政职务、行政
级别的官员，都应该禁止参选院
士。一来，能让院士队伍“去官化”
更为彻底；二来，能让这些官员专
注于本职工作；三来，能让出很多

名额给那些专注于学术的人当选
院士。如果某些校长、董事长更想
当院士，应辞掉行政职务参选院
士，相信没有异议。

院士队伍去行政化要想更彻底，
除了在增选环节限制官员参选院士
之外，还应该逐步清理现有院士队伍
中的官员和国企高管。尽管没有统
计数据显示，现有院士中有多少“官
员院士”，但过去多年每次新增选的
院士中都有官员和国企高管，几年前
官员所占的比例更高。这就造成院
士队伍“官气”太重，影响院士队伍

“纯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

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
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
退休和退出制度”。这为清理“官员
院士”提供了决策依据。笔者以为，
凡是到退休年龄的“官员院士”，应
该自动退出院士队伍，或者说，主要
忙于行政事务的“官员院士”，也应
该及时退出院士队伍。这样才会

“净化”院士队伍。
□张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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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卡壳比彩排的顺溜
更具示范价值

1月6日晚，2014年“十个突
出问题”承诺整改电视问政“期末
考”如期开考了，在首场作风问政
中，武昌区委书记王立当场被要
求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
出现了卡壳的情况，好在最后他
完整地背出来了。
（1月7日中国新闻网）

揶揄嘲讽之余，其实我们也
能从这“卡壳”中找到更多的示范
价值。现场的卡壳起码证明了这
一场电视问政节目并非是事先彩
排、按部就班的官员秀，而是真刀
实枪的检验与考核。相比于顺溜
地背诵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样的真实更显难能可贵。在我
们的官场生态中，充满了经过事
先彩排、滴水不漏的夸夸其谈，这
样的高谈阔论听起来固然动人，
可是建立在非真实基础之上的甜
言蜜语更容易变成空头支票，成
为应对讨好舆论的障眼法。

我们不缺乏能顺溜背诵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官员，稀有
的恰恰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真
刀实枪、这样的突然“发难”。再
说“卡壳”也并不能说明这名区委
书记在实践中就没有很好地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些顺溜
背诵出来的官员也未必就完美践
行了。因而面对这位“卡壳”的区
委书记，我们完全不必责备，就算
他最后没有背诵出来，我们也应
该来点掌声，这掌声是给这位书
记的真实，以及这台电视问政节
目的真刀实枪，毕竟物以稀为贵。

以包容心态来看待这场真刀
实枪电视问政节目的现场真实

“卡壳”，收起手中的板砖，一起来
呵护这难得的真实与原生态，必
将能鼓舞更多的官员在今后的工
作生活中以更加本真的状态面对
民众。官员也是普通人，也需要
通过外界的认同来找寻自身的定
位与价值，一味地嘲讽与质疑，只
会让他们迷失在“动辄得咎”的错
觉中，进而展现在民众面前的总
是经过精心彩排与伪装之后的自
己。我想民众需要的也并不是高
大全的官员，这样的高大全不接
地气，离人民群众太遥远，注定也
无法真实了解民意，为民谋利、为
民解忧。
□夏熊飞

今年 1月起，北京市交通执法
总队将大力打击利用互联网和手
机软件从事非法运营的社会车
辆。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多个软
件提供“专车”服务，实际上就是变
相为乘客提供了黑车。这是北京
首次公开认定私家车通过打车软
件拉活属于非法运营。
（1月7日《北京青年报》）

的士受“专车”冲击，管理部门不
得不出面禁止“专车”以维护市场秩
序。从“专车”运营服务的安全性来
看，这种禁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
这也并非意味着针对此次的士与“专
车”之间的冲突，“一禁了之”可以一
抓万灵。事实上在的士与“专车”的
冲突背后，暴露的恰恰是目前的士市
场运营机制的诟病。的士司机承担
租子过高、的士运营公司服务跟不上
等，都是造成的士运营困难的一个重
要方面，“专车”不过是充当了一条市
场鲶鱼，进一步倒逼了这一现象。

如何疏解的士运营困难，需要从
来自“专车”的挑战中读懂市场精
神。“专车”为何更受欢迎？原因有
二：一则，一些“专车”高端大气上档
次，租赁“专车”出行的乘客，感到倍
有面子因而提升了其使用价值；二
则，“专车”与滴滴等打车软件的有效
结合，加之“专车”本身不需要额外的

“租子”又使得乘客出行的成本降
低。在这样的背景下，担负着沉重负
担的出租车怎能挡住“专车”的进攻？

以此而言，规范市场秩序，虽说
叫停“专车”运营可以临时起到一定
的作用。但这种矛盾没有解决，在条
件符合的情况下，此次“专车”所触发
的出租车市场竞争，仍有可能重新被
激活。更何况，在没有打车软件经营

“专车”的时代，黑车的纵横依然防不
胜防，令出租车司机头痛不已。也就
是说，面对这些市场挑战，以行政力
量规范与整顿固然是捍卫市场秩序
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不从根子上

正视出租车问题，厘清背后的需求关
系，从市场机制加以创新，即便勉强
按下“专车”的“葫芦”也不过是维持
了一种表面的平静。

出租车运营最大的问题是，虽有
一些公司经营，但事实上没有形成
竞争关系。在市场上，出租车的运
营更多地呈现某种垄断特征。出租
车司机在角色身份上，如同出租车
公司的职工，但在财产关系上，他们
却是出租车运营成本的直接承担
者，不合理的分成关系与落后的公
司服务，导致他们即使想要和“专
车”来一场竞争，也难以拿出应有的
实力。因此，本次“专车”所带来的
市场冲击，诚然具备某种灰色性质，
但亦是在提醒管理者，是时候改变
旧有出租车运营机制，通过打破垄
断，引入竞争力量，减轻出租车的运
营成本，从而真正建设一个可靠而
有序的出租车服务市场。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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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郑州@
微话题

这样的“征婚”
你们敢接受吗？

@喵wu_猫小妖：房屋写男方父
母名字，让家人觉得有归属感，那
么女生父母的归属感怎么体现？
@扬眉毛的小明：注定要孤单一
辈子。

网友跟帖

@中原网：身高185cm，职业是国
家垄断行业正式职工，收入月薪
8000+，年底有奖金，女方买的房
其房产证加男方父母名字……

“我就是凤凰男，虽然不完美，但
我立志创造完美，这样的我，你敢
不敢要？”小编看醉了，大家都来
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