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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贩毒害人害己，法律不容，

这是连小学生都懂的道理。然而还

是有那么一些人受金钱诱惑，踏上了

这条不归路。“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不能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更应是每

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法律工作者 许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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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审计长刘家

义23日向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作审计报告，披露了对

56个中央部门的审计情

况，揭露了一系列在违规资金问题。审计

署抽查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

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

额为1.42亿元。其中：8个部门本级和34

个所属单位在无真实经济业务背景的情况

下，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万元，

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等。

用假发票进行报账，在我们的印象里，

历来是宵小之徒的行为，为正人君子所不

屑。用假发票报账，如果达到一定数额，就

是犯罪。不要说国家机关，即使是一般的小

企业，只要财务人员稍微认真一些，也可以

把假发票拒之门外。当然，国家机关不是生

活在真空里，在机关内部出现一些见利忘

义、见利忘法的小人，如果财务人员稍有疏

忽，混进一两张假发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如此数额巨大的虚假发票及套现资金，

显然已经不是个别人员的所为。

这5170张假发票究竟是通过什么样

的途径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央部门？通

常，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买一支铅笔，都

可以从商店得到真发票。因此，要想在没

有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得到发票，就只能通

过歪门邪道。这使我想到在不少地方蔚

为壮观的倒卖假发票市场。

据说，北欧某国“红灯区”的女郎，对

来自中国的游客情有独钟，她们为了招揽

生意，还下苦功学会了一句颇具中国特色

的汉语“发票”。不知道在这5170张假发

票中，有多少是从类似渠道寻觅到的？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5170 张假发票

所套取的资金是1.42亿元，放在此次审计

署公布的所有违规资金中，也许只是个小

数目，但是由于这 5170 张假发票发生于

中央部门，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已经不同于

一般的“贪小”行为，而是构成了对国家信

用的严重破坏。虽然我们不知道这5170

张假发票出自哪个中央部门，但是，它们

的存在，已经超越了国家机关的底线，损

坏了国家机关的形象。

审计署揭露了5170张假发票并将其

公诸天下，随之而来的将是如何惩治。那

些已经当作福利、补贴分发给职工的钱能

够收回吗？在这些假发票上签字认可的

部门领导，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如

果无人对此担责，此类造假将层出不穷。

1 .邹奇奇：华裔女童邹奇奇曾被美国

媒体誉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3岁

开始阅读各种书籍，6岁时开始用笔记

本电脑写作，8岁时出版12万字的故事

集《飞扬的手指》轰动美国。

2.杜兆泽川：2009年暑假7岁的外语神

童杜兆泽川利用自己能讲英语和西班

牙语的特长，每天义务在嘉峪关担当外

国游客的导游，累计为360多位各国游

客讲解嘉峪关的故事。

3.Jonathan Rader：美国 3 岁的 Jonathan

Rader 在演奏蓝草音乐，他从 16 个月起

就开始演奏这种音乐。

4.罗凯明：年仅16岁的华裔罗凯明日前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罗格斯大学，主修细

胞生物学和神经科学，是该校今年最年

轻的毕业生。

5.伊莉斯：英国一名2岁大的女孩伊莉斯

智商高达156，差一点超过爱因斯坦，估

计是历史上年龄最小智商最高的人。

发榜机构：新华网

从今年起，西安计划用10年时间初步

建成国际化大都市。西安市文明办、市社

科院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西安国际

化大都市市民人文素养培育对策研究》，对

市民素质提出了基本标准，例如到 2015

年，一半市民能认 500 个繁体汉字和会说

900句英语。（《华商报》6月22日）

远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长安，可是

货真价实的国际化大都市。吃的是阿拉伯

的面食，用的是罗马的医药，崇尚的是拜占

庭的建筑，看的是印度的杂技，穿的是波斯

服装，连好多的酒吧里的招待员，都来自于

国外，当时叫胡姬，就是从中亚或西亚来的

漂亮女孩，李白有诗说：“胡姬貌如花，当垆

笑春风”。

如今，再度追慕这样的世界大同，依

然令人怦然心动。只是，当年的“万国衣冠

拜冕旒”，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开放大气的恢

弘气象，是一种自信包容的大国心态，而今

天的追慕，不见太多开放、包容上的努力，

不见政府、公务员的从我做起，琐屑的是对

市民人文素质的个别细节。以僵化的标准

一味折腾着市民，失包容开放之精髓，这本

身就很不符合国际化的理念呀。

近年来，部分专家的雷人言行，经媒

体曝光放大后，经常受到众多网友议论，不

少人更是戏称这些专家为“砖家”。在我们

社会原本备受尊敬的“专家”一词，遭遇了

鱼龙混杂甚至泥沙俱下的微妙变化。

不过，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5492人进行的

一项调查却显示，仍有44.8％的人在遇到重

大问题时，愿意听专家的观点；也有32.8％

的人表示“不愿意”；22.3％的人未表态。

本次调查显示，39.5％的人认为专家

言论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31.9％的人

觉得专家言论需要根据情况判断辨别；

20.4％的人认为专家言论根本不值得相

信；6.5％的人认为“专家是社会权威，值得

信赖”。

“专家”为何变成“砖家”？调查中，

79.6％的人觉得是因为“部分专家缺乏社

会责任感，为利益群体代言”；72.3％的人

认为“大量‘伪专家’充斥专家队伍，素质良

莠不齐”。同时，有28.5％的人认为媒体难

辞其咎，“媒体争相报道专家‘雷人雷语’，

放大负面印象”。

调查显示，23.6％的人认为，是人们对

专家的期望值太高，以致失望过大。12.8％

的人干脆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消解权威

的时代。”本次调查中，68.5％的人认为专家

应“秉持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立场，为社

会公众代言”；57.5％的人认为专家要“超越

自身职业或阶层局限，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

的角度思考问题”。

61.7％的人觉得，专家应“发挥专业水

准，为公众提供帮助和参考”；54.5％的人指

出，专家应“敢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43.4％

的人觉得专家“说话有理有据，别信口开河”。

数据来源：中国青年报

“这就是美国精神！”

——克林顿赛后向美国球员慷慨

陈词。

“你们一定记住了‘俯卧撑’、‘躲猫

猫’，从热闹和愚蠢中，你们记忆了正义；

你们记住了‘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

饭’，从麻木和好笑中，你们记忆了良知；

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记忆会让你们问自

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

——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在毕业

典礼上说，7700学子起立高喊“根叔”。

“要让我当主教练，其他人就应该

闭嘴。”

——德国足球传奇巨星马特乌斯，日

前表示自己有兴趣执教中国国家队，并且

有信心将中国队带入2014年巴西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