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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临湘市白羊田镇万利村村
民潘新明反映，25年前，其父潘泽黄
被人举报“倒卖文物”后，100多件藏
品被临湘市公安局扣押。该局负责此
事的副局长王宇良回应称，当年警方
未就此事立案调查，扣押物品已于同
年移交临湘市博物馆，不再归还给个
人。临湘市博物馆一方姓负责人则回
应称，博物馆方面正在和有关部门沟
通这件事情如何处理。
（10月19日《东方早报》）

既然是严格查处，若坐实了确属
“倒卖文物”，理当按规查处就是。但在
没有立案的条件下，就将个人的文物扣
押并移交到博物馆所有，这无论如何都
有违法律所要求的程序正义。然而，即
便在今天，当地的公安部门仍坚称，

“当时没有（立案调查），他收藏肯定存
在倒卖，只是后面没有成立调查，没有
追究下去”，无疑让人诧异。一来，法
律规定了私人可收藏一切来源合法的
文物，为何在没有立案的情况下就断定

“肯定存在倒卖”？这仿佛在说当年之
所以未立案，而只是扣押文物了之，没
有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倒成一种“宽大
处理”了。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湖南
省临湘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宇良表示，当
年扣押物品中有一只玉笔筒被列入国
家三级保护文物，博物馆方面此前告
诉警方，扣押物品不适合个人收藏，已
归属博物馆。这里的逻辑稍微推导一
下都让人不寒而栗：暂且不论个人是
否有权收藏国家保护文物，单凭博物
馆方面向警方“抱怨”某个文物“不适
合个人收藏”，警方就有权将文物归属
权划定为博物馆所有？若此逻辑行得
通，那岂不是只要博物馆觉得某个文
物“不适合个人收藏”，都可以通过警
方干预收归己有？警方办案，到底是
按法律办事，还是听凭博物馆的？如
此蹊跷，到底有无其他隐情？

如果说 25 年前的办案程序缺失和
大的执法环境导致了这一幕的发生，倒
也情有可原。法律也有不溯既往的原
则。但当年被扣押文物的当事人到底
是否真的涉嫌“倒卖文物”，其文物来源
是否合法，在今天的法治环境下是应该
给当事人一个确切的交代了。即便囿
于案件发生时日已久，很多证据或已经
缺失，在“疑罪从无”的原则下，也应当
首先满足对私权的保障。这不仅关系
到当事人的名誉，涉及文物真正所有权
及合法性问题，更是对产权保护态度的
一次检验。□任然

10月初，由于存在价格欺诈等问
题，山海关景区 5A 级资质被取消。
为此，山海关区旅游局局长刘媛失声
痛哭：“我是山海关的罪人，老局长的
工作成果在我手上被败光了。我们
愧对全国游客，愧对国家旅游局的信
任，愧对山海关人民。”而山海关区委
书记曹玉宝向记者表示，被摘牌是个
噩耗，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山海关景
区的硬伤在体制上经营、所有和管理
三权不分，摘牌让我们下了死决心，
推进体制改革，盘活资源”。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04版）

山海关区旅游局局长的一番说
辞，将公众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此事上，
更悄然间传递出一种痛心疾首、痛改

前非的坚毅姿态！诸如此类的“积极
信号”，固然可以被视作当事人真情
实感的自然流露，同样也可以被看成
是当地危机公关的一环。声名丧尽
的山海关景区，的确需要释放出更多
的善意信息，来重新建构自身的正面
形象。眼泪，虽不能解决问题，却终
究能引出问题。

该怎样理解局长刘媛的眼泪？首
先应该明确，作为景区管理的直接责
任人，刘媛显然应该为现状负责——
由于自己管理不善造成严重后果，所
以失声痛哭、悔恨不已，这是顺理成章
的逻辑。但在缺乏实质惩戒的背景
下，有“难辞其咎的官员”痛哭流泪，却
仍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所谓“知耻而后勇”，作为一位公
职人员，“有耻感”实乃做好工作的第
一步。可是，公共管理有正确的伦理
立场还不够，最重要的是，找到切实可
行的目标实现路径。具体到景区的建
设与整治，无疑更是如此！试问，以悔
过姿态示人的山海关景区，又能拿出
多少有效手段，来治弊图新呢？

按照山海关区委书记的说法，“山
海关景区的硬伤在体制上经营、所有
和管理三权不分”。其实，这种混乱的
局面，在不少景区都普遍存在。究其
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旅游业发展史还
很短暂，各地都缺乏成熟的运作经验，
以及体系化的蓝图规划。部分景区，
在发展旅游初期阶段，其主旨思想就

是“迅速变现”。这种短视功利的策
略，未能事先实现利益的有序分配，未
能建立一套健全的管理框架，以至于
为日后种种乱象埋下了隐患。

就此而言，山海关区旅游局局长
的痛哭，应该回答那个关键问题，那就
是，如何整合各方力量，来将景区纳入
可控的轨道。而从实际来说，这既是
旅游局的责任，却又不只是它的责
任。需要当地旅游局立足客观实际，
更需要当地更高方面介入，理顺体制
机制关系。从这个方面来说，摘牌也
是一次破局的契机，山海关相关方面
应用实际行动而非泪水重新赢回5A级
景区的品牌。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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