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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头
条

2013年10月，江西九江修水县
法院在审理一起经济纠纷案中，扣押
了被告方一辆路虎越野车。近日，当
事一方发帖称，这辆至今仍遭扣押
的路虎，自2014年1月2日起到11
月 28日，竟出现多达24条违章记
录。1月 8日上午，记者从九江市
中院获悉，经初步调查，此案承办
法官违规将路虎车交由原告法人
代表曾某维修，且没有及时收回封
存，造成原告擅自使用并多次违章。
（1月8日《新京报》）

就在前一天，修水县法院院长还
在辩称：“违章有可能是车辆送出去
维修导致。”此回应旋即遭来网友质
疑：好好的被扣押车辆缘何需要维
修，又怎能解释跨度近一年的 20 多
条违章记录？在舆论的追问下，事
件很快有了转折。修水县法院确认
此案承办法官存在违规，纪委部门
已介入调查，将依法依规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责令相关人员
承担损失。

不过，事件的反思并不能就此画

上句号。据介绍，当事方是在意外查
阅到违章记录后，才发现遭法院扣押
的这辆路虎车竟然出现使用轨迹。
换言之，如果相关人员在擅自使用过
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没有违章行为，
恐怕当事方至今还蒙在鼓里。退一
步讲，即使有违章记录，如果不是20
多条而是一两条，“违章是车辆送出
去维修导致”的谎言也就显得合乎
情理，得以蒙混过关。因此，我们不
禁要追问一句，扣押财产的安全何以
安放？

法院在审理案件作出判决前，为
防止当事人（被告）转移、隐匿、变卖
财产，会对其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或
冻结，以保证将来判决生效后能得到
顺利执行。不过，在执行判决前，这
些财产仍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
院有义务避免其毁损、灭失。2012年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刑
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查封、
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

核查，并制作清单，随案移送。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
理”，“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贪
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当事人和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有
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

“不得挪用”的法律规定，显然不
足以树立司法部门对于扣押财产的
敬畏，付诸以“妥善保管”行动。在实
践中，使用这些财物的现象是普遍存
在的，对扣押的涉案财物管理不善的
情况时有发生。在本案中，当事方曾
书面告知修水县法院扣押车辆遭擅
用，但未获法院回应。甚至，在网帖
投诉引发媒体曝光后，法院作出的第
一反应不是调查处理，而是百般狡
辩，掩饰真相。再者，尽管法律赋予
了公民申诉控告的权利，但在信息不
对称的情况下，外人很难知道法院有
没有动了自己的扣押财产。毕竟，不
是每一次都有违章记录这样的意外
线索。
□张枫逸

唐朝名将尉迟敬德，作为门神原
型之一，其形象为民间所熟知。其墓
志盖上的“飞白体”令专家和书法爱
好者啧啧称奇。其墓志被列为国家
一级文物，更是昭陵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近日，有市民反映，昭陵博物馆
内有人私自拓印国家一级文物拓片，
并以高价对外出售。
（1月8日《华商报》）

昭陵博物馆工作人员，私拓国家
一级文物，高价对外出售敛财，说轻点，
是损公肥私；说重点，是监守自盗，令人
震惊。特别是，私自拓片，其真伪无法
鉴定，等于是文物造假售假行为，这更
令人胆寒。人们不禁要问：博物馆工作
人员私拓文物贩卖，难道发生在没有市
场秩序、没有专业鉴定、没有制度约束、
没有法律监管的世外桃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

施条例》规定，修复、复制、拓印馆藏
一级文物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后，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而陕西省文物局表示，并未收到
昭陵博物馆递交的拓印一级文物的
申请。可见，昭陵博物馆是在私拓文
物。另据文物专家介绍，唐代石碑和
墓志仅在科学研究或展览需要时，才
会进行拓印。原始拓片不允许进行
商业交易。因此，昭陵博物馆私拓文
物贩卖，已涉嫌违法。

然而，私拓文物贩卖，监管难
辞其咎。特别是文物主管部门，似乎
一直抱着文物法睡大觉。不可否认，
法律的真空或漏洞，也是造成文物主管
部门监管缺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
文物法规定：在我国，买卖真文物违法，
而买卖假文物不违法等，这些都亟待制

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比如，文
物拓片在市场上交易，表明其具备了商
品属性，如果是真文物，涉嫌违法；如果
是假文物，就是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就
是一种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工商
部门理应依法进行重点打击。

私拓文物贩卖，既扰乱了文物市
场，又损害了国家文物的公信力，有
关部门不能继续袖手旁观，任其践踏
文物尊严。值得注意的，如今得以曝
光的“私拓文物图”，其实就是一封有
图、有真相的举报信，当引起高度重
视。既然私拓文物贩卖现象不是发
生在世外桃源，文物、工商、司法等部
门就应该担负起神圣职责，联手重拳
出击，斩断私拓文物的利益链条。同
时，进一步规范文物鉴定、收藏、买卖
行为，维护国家文物的尊严。
□汪昌莲

允许“民办学校营利”
并不可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7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按照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需要，
会议通过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一揽子修改
的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增加了关于
健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发展学
前教育等基本制度的规定，完善
了高校设立审批、经费投入等管
理制度，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
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
校。（1月8日《南方都市报》）

承认民办学校的营利性，抛
却了自欺欺人的全盘公益理论，
是一种价值回归。但是，承认民
办学校营利性质的前提却应该
是，彻底杜绝公办学校的营利行
为。近20年以来，我国教育被通
盘产业化，中小学校开始收取择
校费，大学学费也是年年涨；无
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疯狂
地进行扩张，几乎所有的学校
都有了高楼大厦，同时也有了
累累负债。但是，当公共财政无
法补偿学校债务，学校只能将债
务转嫁到学生与家长身上。应
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我
国教育事业，也距离教育公益化
越来越远。

或者说，允许民办学校营利，
一定要分清教育事业中的商业资
本与公共资本，也就是绝不能允
许所有的公办学校进行营利性的
行为。一方面，公办学校的老师，
都是“吃皇粮”，也就是拿财政工
资，属于体制内人员，有职称，校
领导还有行政级别；另一方面，公
办学校所有的资产都是公共的，
都是国人共同所有的，进行营利
化行为，显然不符合公办学校的
性质。

比民办学校营利更可怕的
是，将教育全盘产业化；承认民办
学校营利，也才能做到所有的公
办学校不营利，整个教育体制中
的公共元素，也才能有逐渐转向
公益性质的可能，教育事业最终
也才能成为为全体国人造福的事
业。只有这样，条件好的家庭才
可以选择有特色的民办学校；而
大部分家庭，也会因为公办学校
公益性质的还原而被确保起码公
平。□王传涛

一
家
之
言

近年来，网络文学迅速发展，已
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网络文艺的重要类型。但存
在数量大质量低，侵权盗版屡打不绝，
市场主体良莠不齐，管理规则不健全，
市场监管不完善等突出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
前印发的《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对网络文学编辑持证上岗、建
立健全网络文学发表作品的作者实
名注册、持续打击作品侵权盗版加大
版权保护等问题作出指导。
（1月8日中国网）

长期以来，网络文学都是匿名发
表，无论是早年的痞子蔡，还是后来
的我吃西红柿、唐家三少。这些网
络文学读者熟悉的名字，其实都是
一种网络的身份ID。透过这种略带
神秘色彩的称呼，作者与读者就像
是在进行一场假面舞会，也正如钱
钟书所说“吃鸡蛋不必认识下蛋的
母鸡”，隐藏于网络ID后面的作家们

正可借因身份的遮蔽，把生活中脑海
里的阅历与妙想融合成作品，而更自
在地发挥才华。

而现在，网络文学实名制的推
广，很明显将洗掉这层神秘感。这之
于那些已经成名的网络大神而言，无
所谓损失。因为彼此的名气已经借
作品而树立。但对于那些初入网络
文坛的爱好者而言，实名的影响可
能甚大。因为就现有网络文学的种
类质量来说，虽收获不少粉丝，但其
中大部分作品难登大雅之堂，更何
况如今的网络文学写作竞争激烈，
短时期可能难以出成果。抛却匿名
条件，创作者鉴于各种身份，比如在
校学生、在岗职工，所面临的社会压
力可想而知。

实施网络文学实名制基于遏制
目前部分网络文学作品存在的情色
化倾向，但实名制的影响必定不止于
此。相关部门作为政策出台者，必须
充分考虑到这一方案所可能带来的
网络文学改变。一则，实施网络文学

实名制，不能影响作者的正常创作空
间。二则，必须尽快厘清这种网络文
学实名制的管理界限，既不能什么都
不管，也不能什么都管。造成所谓的

“一管就死，一抓就乱”的格局。
有鉴于此，实施网络文学实名

制，必须兼顾作者的创作权益，保障
他们的创作自主权，发挥其促进网络
文学的净化作用，在监督网络文学与
保障作者自主权之间找到一个好的
管理平衡点。比如在实名制条件下，
推行笔名，由专业文学网站备案作者
身份，专业机构加强网站监督。匿名
化时代，写一些边缘作品、甚至无底
线抄袭，换个 ID 可能可以重新上
岸。但这种新模式下，擦边球行为所
面临的公共监督力量也大大增强；而
允许作者对外使用笔名，创作的美感
与神秘感可以说没有破坏，作者的正
当权益得到了保障。如此一来，网络
文学实名制才能拥有广泛的落地空
间与生命力。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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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实名制应找准管理平衡点

微博郑州@
微话题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
可以这样写？

@懂得霸道范儿：电视剧看多了
吧？这教育……小学三年级。
@想旅游去：至少是孩子自己写的，
我们这儿作文基本抄的。
@不的不帅总是很帅哦耶：我竟然
看下来了。
@一笔钩清：电视看多了。
@少大华：现在这熊孩子。

网友跟帖

@郑州晚报：福建省福州市一名三年
级学生在作文里讲述王子与公主的
故事，但情节曲折离奇，还有“打
胎”细节，“公主承认怀了前男友的
孩子……王子将公主肚子里的孩子
打掉，最后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满分25分，老师给了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