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评Wwangping
官员出逃为何要三个月来证实？

其实，官员做到李卫民这个级别，已

成为一个重要公众人物。如果人们连续

多日不能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其身影，

大抵是会有所猜测的。也因此，当地官员

为掩饰李卫民真正去向而做出的解释、回

避，乃至掩饰，只能是徒劳。而且，越是这

样的堂皇说辞、官样文章，越是能够在损

害政府公信力的同时，激发公众的想象

力，于是，疯长的传言就成了公共领域里

难以遏止的、单调的作物。

听任流言传播三个月之久，当地官员

的表现让人费解。合理猜测一下，一种可

能是，地方官场的稳定需要一段时间，案

件信息的披露需要一个过程。不过，这个

理由比较牵强。市委副书记稍有异常表

现，那些与其有瓜葛、有利益往来的官员、

商人，该知道的自然早早就知道了，不可

能真正“封锁消息”。即便能够封锁一时，

却也绝对不会封锁三个月。以此说来，遮

蔽信息所遮蔽掉的，只有一般民众。

还有一种可能是，地方上或许正在通

过某种努力，像温州市对待出逃官员杨湘

洪那样，设法劝说、催促李卫民回来。即

便真有这样的努力，也没有必要长期隐瞒

其去向。按照《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公

务员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

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

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予以辞退。此外，

《公务员处分条例》也对公务员的旷工做

了明确的处罚规定。难道，李卫民就该享

有法外施恩的殊遇？

最近几年，各地出台了很多制度防范

官员腐败后出逃，严治“裸官”的声浪也一

度成为官方民间的共识。著名反腐学者、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甚至在 2009 年

年底预测，在未来的反腐工作中最引人注

目的一大新气象将是，“贪官出逃的机会

越来越渺茫”。然而，现实却依然不乐观。

扎紧防范官员出逃的制度篱笆，一方

面要将预防腐败的措施更为前置，如对现

有的官员出国的审查机制更严格地贯彻，

加强防范官员外逃的部门间工作协调机

制。另外，还需摆脱对封闭的权力自行监

督依赖，进一步推动信息公开，引入广泛

的社会监督，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严治

官”，防患于未然。

非常道F feichangdao
“在腐败与不学无术同时横行高

校的今天,高校自主招生绝对不可

行。”

——复旦大学自主招生是否该破

格录取陕西省高三学生孙见坤的事件,

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关注与热议。就在

大部分媒体为孙见坤喊屈的时候,“打

假斗士”方舟子在微博中对孙见坤毫不

客气地点评为“不仅无才无学,还无

德”。方舟子在“打假”之余,继续发微

博剑指高校自主招生。

“台湾只是全世界的五千分之

一，虽然我们很努力，但对于整个世

界而言我们很小，如果想要它变大，

那么就要承认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李敖在上海世博会看完台湾

馆后，发出这样的感慨。

读报Ddubao

（8月29日 03版）

阶段性“反扒风暴”虽然战果累

累，并给扒窃违法犯罪以严厉打击，

但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天下无贼”

尚不现实。鉴于此，广大市民希望警

方能建立反扒专项打击长效整治机

制，运用一切有效手段，在各个领域

严厉打击和严密防范扒窃违法犯罪

活动，广大市民日常也要自觉提高防

范意识，不给盗贼可乘之机，警民合

力，做到天下少贼。

房地产策划 徐彦

时事乱炖Sshishiluandun “情节恶劣”，多此一举

刑法修正案草案把“醉酒驾驶”定为犯

罪引起各方关注。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分组审议这部草案时就这一新增

条款纷纷发言，不少组成人员建议修正案草

案应减少醉驾限定条件，同时应加重对醉酒

驾驶肇事特别是致人伤亡的惩罚力度。（8

月27日《今日早报》）

关于醉酒驾驶入刑，草案是这样规定的：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

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

并处罚金。醉驾入刑被视为此轮刑法修正的

一大亮点，但“情节恶劣”这个条件设得确实

有点莫名其妙，酒后驾车，如同马路上的流动

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引发恶性交通事故，其

情节本身就已经够恶劣了，再加个“情节恶

劣”的限定条件，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不管有什么

样的“情节”，开车前喝酒都是在拿别人的生

命开玩笑，是明知故犯，不但应该单独入刑，

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应该以“危害公共安全

罪”等数罪并罚。

坊间流传已久的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神秘失踪一事，终于有了权威说法。27

日晚间20时许，来自河南官方的消息证实，河南安阳市委原副书记李卫民涉嫌职务犯

罪出逃，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检察机关也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取消贪官死罪”如何能过民意关

时评

发榜F fabang
地球七大极点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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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将进行第

八次大修。据28日《中

国青年报》报道，受到社

会各界关注的“国家公

职人员贪污贿赂死刑罪

名是否该取消”的话题，也进入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视野，委员们展开

了激辩。

为什么“死刑”会被视为最后的威

慑？为什么死缓、无期徒刑都没有这么

大威慑力？问题就在于，只要不被“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只要能免于一死，后面

的事儿便有充分的运作空间，死缓变无

期，无期变有期，死缓有时候就这样成了

贪官的“免死牌”—— 难怪有贪官听闻

被判“死刑”之后还有“缓期”二字，竟会

长舒一口气。

如果说老百姓反对“取消贪官死罪”

有情绪化的成分，那么说服大家接受，就

绝不是法学家们凭口舌便可实现之事，

法律执行层面要有更多的应答：比如说

关于减刑的规定，怎样避免各地乱搞权

钱“变通”？比如说，有无可能让大家看

到不被减刑和假释的无期徒刑？再比如

说，从制度体系着手，从初始阶段规避并

减弱贪污腐败的危害程度？法学家徐显

明先生说：“要有一种比死刑更有恐惧感

和受惩罚感的替代的方式。”——这的确

是大前提，中国司法改革方向，是有理有

据的减少死刑，如果人性化的“轻刑”修

法只换来贪官们和潜在贪官们的欢呼，

这种“进步”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是老百

姓无法接受的。

温家宝总理 27 日在全国依法行政

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

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

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

息”。由此可见，对贪腐保持高压态势，

是中国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态

度，沉重又需慎重。在上述具体国情下，

“取消贪官死刑”或许确实还不成熟，甚

至有点像伪命题：现在我们对贪官的死

刑使用很泛滥吗？显然不是，很多动辄

贪污几亿的官员都被免于一死了，甚至

老百姓会感觉你使用得太少了。法律上

死刑的存在与执行中的“慎杀”已构建

了惩治贪官的基本格局，又何必用这样

的话题刺激老百姓的神经呢？

1 卢特沙漠(伊朗)：地球上最热

的地方，温度达71摄氏度。

2 钦博拉索山(厄瓜多尔)：距离

地心最远的地方，顶峰距地心

6384千米。

3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 (英

国)：距离大陆最远的可居岛。

4 安赫尔瀑布(委内瑞拉)：地球

上最高的瀑布，落差为3230英尺

(985米)。

5 奥伊米亚康(俄罗斯)：世界上

最冷的可居之地，气温为零下

71.2摄氏度。

6 干谷(南极)：地球上最干燥的

地方。

7 马里亚纳海沟(印尼和日本)：地

球的最低点，低于海平面10924米。
点评：了解这些地球极点除了

对旅游可做参考外，也能增进我们

对这个赖以生存的星球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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