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一书，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
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决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蔓延开来。否则，还有什么
法治可言呢？”
当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确有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和极个别律师，不专注主业，打着所谓为百姓维权的旗号，用掐头去尾、断
章取义的舆论片段来裹挟民意，为了出名和一己私利，干预司法，操纵舆论，沽名钓誉，其所作所为违背了律师的职责和操守，欺骗了民
众的情感与信任，挑战了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今日本报全文转发《人民日报》5月13日《律师不该热衷舆论“死磕”》一文，以期引起行业关注和法治思考。

核
心
提
示

以舆论炒作的方式追求法治，无异于播下“跳蚤”
却奢望“龙种”。法治走向成熟完善已是大势所
趋，律师的主场应当回到法庭中来

有些单位除了需要学校发的学
历证，还需要一份相关部门盖章认
证的“学历认证报告”，以证明自己
的学历证是真的。调查发现，保守
估算，近年来学历认证的收费已超
过亿元。虽然国家对学历认证有明
确的收费标准，但许多基层认证机
构存在高收费、乱收费现象，收费去
向也从未向社会公布。（相关新闻见
今日本报AA07版）

自己有毕业证、学历证，还有档案
袋里的成绩单，如此严密的个人证明
资料，到头来却是废纸一张，因为此时
你需要做的是“证明学历是真的”。很
多网友对此一肚子气，但退一步，也不
得不承认，这和“证明我妈是我妈”的
确不太一样。

其主要集中在两点，一个是学历造
假比较严重，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教

育部刚开始进行学历认证时，认证出的
虚假学历达28%。如今在网络上百度一
下，就会发现学历造假的小广告铺天盖
地，学历证书五花八门，帮助企事业单位
证明员工的学历，也就在所难免。另一
个是，国外学历认证是身份必要的，因为
国外的学校更是繁多，而且由于涉及外
语、认证机构等问题，一半单位不具备辨
识的能力，比如唐骏就凭借“三无大学”
西太平洋大学蒙骗了很多人。

证明学历的真假有着市场的需
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部门就可以
凭借此项目乱收费，随意提高收费的
国家标准，借机巧立名目收受诸如加
急费、翻译费等。公开数据显示，仅
2012年一年，全国就有5.6万余人通过
全国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进行了学历认
证，近年来全社会用于学历认证的收费
也已超过亿元。如此分担到个体身上，

少则上百、多则上千的费用给个人带来
沉重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其产生的黑色利益链，
严重腐蚀了相关部门的公信力。事实
上，为了方便学历的查询认证，2001年
起，国家对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实行电子
注册制度，目前教育部已经建立了全国
高等教育学历信息数据库，在“学信网”
上，花2块钱就能查到相关的学历认证
信息。既然有便宜又方便的认证方式，
为何却非要学历证明呢？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说，从全世
界范围看，学历认证机构都是非营利
的。在简政放权的今天，学历认证不
能成为一个利益寻租的链条，尤其是
建设“互联网+”的背景下，相关方面应
该推动废除纸质学历证明工作，实行
责任倒置“谁主张，谁举证，谁自查”，
彻底减轻社会的负担。 □刘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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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此
一
说

如今有些人一看新闻或微博
里有律师在“死磕”，第一反应几乎
都是先把板子打在司法部门的身
上。原因很简单，在如今各种舆论
场的“耳濡目染”中，有人已经形成
了一种“死磕”就等于“为权利而斗
争”的刻板印象。这种脸谱化的片
面夸张，一旦进入真相的晦暗不明
中，就容易被人激化成闹剧：前不
久，在北京通州一名女律师向社会

“求救”说“法官打人”，舆论立即义
愤填膺地声讨法院，但事实却是该
律师不甘案件不利而自伤来反诬
法院施暴，结果真相大白之时，无
论是法律职业的形象还是公众的
同情心都已两败俱伤。

个别律师不精研如何在法庭
上为权利申辩，却热衷活跃在舆论
场上搬弄是非，这不仅仅是发生在
北京通州的极端个案，也是当下中
国不成熟的律师行业里长期以来
挥之不去的阴影。

溯本清源，律师在任何社会首

先是最典型的专业人士，以其对法
律知识与技能的娴熟安身立命，也
天然因“专业槽”的知识鸿沟而自
觉与普通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感。然而，当有的律师一边标榜

“法律思维”的专业性与特殊性，一
边又轻易地把供法庭之内的法律
职业共同体所辩论的专业问题，置
于社会舆论的放大镜之下肆意炒
作，这种完全不顾及语境变化，甚
至刻意对公众的一知半解和朴素
感情进行利用的行为，本身就是对
法治的莫大讽刺。

众声喧哗中，最先淹没的就是
真相，尤其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
今天，网络之间的意见表达获得了
空前的解放，在爆炸的资讯里为了
使自己的声音“脱颖而出”，裁剪事

实、煽动情绪、制造对立往往就成
了“搏出位”百试不爽的法则。

然而，每个公民的法治教育都
是在他所关注的个案中完成的，这
意味着职业的法律人是否在其中
以成熟法治下应有的形象出现，决
定了最终建成法治社会的质量和
成色。法治的成熟，正在于各方对
同一套规则毫无保留的真诚尊重，
而在规则以外追求所谓“正义”，真
正受害的只能是法治本身。事实
上，成熟法治社会里的律师，示以
公众的绝不是秩序的“挑战者”形
象，恰恰相反，律师看上去倒是有
点保守甚至迂腐，他们是稳定的法
治秩序最积极的维护者和最大的
受益人——而对规则与秩序的任
何蔑视，都无异于自砸饭碗。这本

是作为律师职业伦理的常识，可对
于不少人来说恐怕还听着新鲜。

或许有人会抱怨，正是当下律
师的执业环境不佳才逼得不得不
请求舆论的“外援”——但这显然
似是而非。以追求法治为目标的
律师，一旦遭遇不公，就更应以法
治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如果
仅仅因为对方对法治的不尊重，就
以非法治的方式来对抗非法治，这
种逻辑与“以暴易暴”又有何异？
种下的都是跳蚤，难道最后能收获
法治的龙种吗？

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全面建设法治社会”，到“两高”频
频喊话要求改善律师执业条件，再
到邹碧华这样无数在体制内致力
于维护律师权利的司法人员，法治
走向成熟完善已是大势所趋。如
果说过去律师要在舆论的“法庭”
上发声还多少是迫于无奈的话，那
未来律师还有什么理由不让自己
的主场回到法庭中来？

@
开证明只需刷身份证
你怎么看？

@人民网：开证明只需刷身份证。
媒体采访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
实现个人信息全国联网，户口和身份证号
码唯一，身份证将集社保、身份认证等其他
功能于一身。你怎么看？
个人信息全国联网,更加方便民众

@易恒：这样做减少了办事程
序，更加方便民众。

@鹦鹉鱼yf：希望这样做以后，
让办证明都得到户籍所在地的做法
真正成为历史。
具体推广仍要注重防范风险

@Melissa-xixi：那么多功能，
如果身份证丢了怎么办。必须先解
决身份证丢失注销问题，才可能妥善
做好开证明只需刷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