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25

!"""

#$

%

!"#$%&'

!" "!&'())*+"+!+

#$%&'()*(+,-./01 , 2 '""% 3

!" (

)*+

!"#$%&'()*

45 % 67'89

:;<=>?>

@A!BC D

!"#$%&'!"#$() %&'!"'"&(*

!"# $%&

!"#$%&'()

!' "# ( $%& ' %' ()*+,

-./0 &#(%$

)))))%!&

A02

中原时评
2015年9月23日 星期三 统筹：孙友文 编辑：杨兴东 美编：金驰 校对：陈希

21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司法
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
副部长黄明称，公安机关正在实
行重大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
录音录像制度，未来将逐步扩大
讯问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最终
实现对所有刑事案件的讯问过程
进行录音录像。
（9月 22日《新京报》）

刑事案件录音录像并不新鲜，如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
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在过去的
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得到了广泛运
用。不过，公安部此次的制度，较刑
诉法的规定更进一步，从“可以”、“应

当”到“必须”，从“部分”、“特定对象”
到“全过程”、“全部”，这个力度是前
所未有的。

刑事案件录音录像制度，作为监
督的技术措施存在的，讯问在摄像
头、录音机下进行，对于警察来说是
有形的监督，可以最大限度规避刑讯
逼供的发生，防范出现冤假错案。其
次，刑案录音录像制度是无罪推定的
重要保证，无罪推定对于公安部门长
期的办案思维是很大的冲击，包含着
办案方式、方法、效果等多维度的考
验，然而相对于有罪推定引领办案，
一批冤案血的教训对于司法公信的
伤害是到骨子里的。

此番，公安部自我加压，实行重
大刑案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并逐步覆
盖到所有的刑案讯问，无论是措施本
身，还是勇气，都值得点赞，让司法公

信立此存照。
当然，制度落地落实才是其生命

所在。录音录像制度对刑侦、刑讯
的实践来说，对智慧与能力都是不
小的挑战，这也可能导致执行层面
上的选择，包括技术性规避，如设
备的维修借口、录音录像的剪辑
等，所以，制度本身也需要内嵌进
监督的体系之内，一方面，刑侦的
录音录像制度还应细化，确立严格
缜密的操作规范；另一方面，录音
录像应建立独立的同步备份机制，
并推动录音录像在庭审过程中证
据排除的运用等。司法文明是制
度的文明，包括重大案件讯问犯罪
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在内的制度
探索，无疑将丰富司法制度细节，
捍卫司法正义。
□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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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人被讹剧情反转”
用真相击碎“老人变坏”的伪讨论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通报了
淮南师范学院女生袁某扶老人事
件调查的结果。经警方调查证
实，袁某骑车经过桂老太太时，相
互有接触，警方认定系一起交通
事故，女生袁某承担主要责任，桂
老太太承担次要责任。（9 月 22
日《郑州晚报》）

安徽女生袁某扶老人事件，一波
数折，此番尘埃落定。原来，讹人的
不是老太，是一起交通事故。此时此
刻，回顾那些有关“老人变坏”还是

“坏人变老”的讨论，瞬间变得滑稽莫
名。然而，这也从侧面反映所谓的

“坏老人”命题，其实站不住脚，害怕
被讹的真实原因，不是会不会遇见

“坏老人”，而是法律与制度能否为我
们撑腰。

数年前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
日前，央视焦点访谈梳理事件始末，
彭宇承认的确撞了老人。基于此，有

关此种事情的争议，其实指向的是相
关索赔与司法处理的问题。也就是
说，面对那些真正扶老人被讹诈的事
件，执法者应起到裁判作用，用丰富
的事实，为人们的善良撑腰。据报
道，今年 8 月 22 日，四川省达州 3 名
曾在 2013 年因扶老人被讹诈为“撞
倒”的孩子获得5000元奖励。同时，
两名办理该案件的民警获得了3000
元钱的奖金。可见，查清真相没有我
们想象的那么难。

回顾彭宇案，真正让人们争论不
已，甚至对案件判决引发强烈质疑
的，不是法官判彭宇撞人。而是法官
那一句明显缺乏事实的论断“你没撞
人为什么要扶”？

撞人、扶人，被讹了怎么办，本与
身份标签无关，而只需沿着事实与法
律的逻辑，去厘清纠纷。安徽女生袁
某或许本意没有隐瞒事实，而真的是
希望老人可以用医保卡报销。但显

然，置换于女生扶老人被讹的语境，
这种刻意的隐瞒，却会让围观者助长
了“老人变坏”的想象，加剧猜疑，激
化扶与不扶的伪讨论。

回到现实语境，每一起个案发生
都必然有具体的细节原因。围观者
不该套用一些扶老人被讹的案例，对
所有类似事情都进行简单套用。对
公民来说，遇见这样的事儿，不能选
择私了。比如袁某扶老人事件，老人
一方的家属为了医保卡报销，也配合
女生隐瞒撞人的事实，结果引发“扶
老人被讹”的传言。可见，真正复杂
的不是老人跌倒了是否该扶、讹诈了
是否说得清，而是面对纠纷时，双方
能否第一时间依靠法律解决问题，比
如及时报警，通过现场监控或目击证
人，厘清真相；比如产生医疗纠纷，诉
诸法律手段。相信法律，以事实为依
据，方不会陷入情绪化争论。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如何理解教师转岗当保安
走下讲台，放下教鞭，换上制服当

起保安。从秋季新学期开始，在湖北
沙洋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教书30余
年的陈冬(化名)生活轨迹悄然改变。
而像陈冬这样教师转岗当保安的，仅
仅在一个沙洋县就有172人之多。
（9月22日《楚天金报》）

不能“另眼相看”

@苑广阔：不管是教育部门、学校
还是社会，都应该给予这些老师一如
既往的理解与尊重，不能因为他们的
转岗而“另眼相看”。

@邓海建：保障下岗分流教师的合
法权益，该补偿的要补偿，该转岗的要
转岗，不能人走茶凉，更不能弃如敝履。

应科学配备教师资源

@张立美：有些地区、有些学校会
存在教师缺口，这需要在教师资源配
置上跨地区调配和流动，不能局限于
一县一市的小地方。另外，对生源变
化要进行科学评估，以便科学配备教
师资源。

@戴先任:对于教师富余现象，更
应该对教师编制进行合理规划，严控
数量，还要进行编制压缩，让教师竞争
上岗，优胜劣汰；同时，还要提高农村
教师待遇，政策扶持教育资源薄弱的
农村地区，避免农村生源的继续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