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脸上盖章
是对孩子人格侮辱

刑事和解制度好
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

这又是一道有可能事与愿违、作茧自缚的“禁

令”。首先，头疼医头，病根仍在，注定超脱不起

来。该拉的关系还会拉，少了吃饭唱歌，又何愁别无

通途。从此看不到师生共娱，校园里就真正风清气

正了？如果“眼不见为净”也算是反腐成果，这应该

是校方唯一的收获。

其次，我们有理由设想总会有人撞上枪口，绝对

的“令行禁止”根本办不到，那么当局自己一定会为

此付出头疼。发出去的“禁令”，泼出去的水，动不

动真格都左右为难。且不说因为一顿本无复杂内容

的饭而给当事人一个处分或通报批评，已经难以服

人，如果事情因为“开除”而搞大了，闹出什么官司

来，输赢我绝不看好学校。说一千道一万，“大法”

面前，“小规”难撼。

堵有余而疏不足，由此带来的苦头我们吃得不

少了。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倡导创新管理方式，大学

毕竟是个更懂事理的地方，再不免俗，也还是要讲点

文化的，“因噎废食”这个成语如果被活学活用的

话，恐怕就不会出台这种粗鲁的“禁令”了。

一道粗鲁的大学“禁令”

评论
《 刑 事 诉 讼

法》司法解释新增

刑事和解程序，并

做专章规定，预计

今 年 12 月 出 台 。

根据解释，嫌犯触

犯刑法，但可能是

轻微犯罪，或事后

得到被害人谅解，

今后可能不予起

诉或从宽处理。

（9月 26 日《河南

商报》）

中 秋 国 庆 双

节将至，昨天，中

国地质大学江城

学院公布了一道

“禁令”：严禁老师

和学生一同吃饭、

出入 KTV 夜总会

等（9月 26 日《武

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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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道

刑事和解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我国的传统文化、

法律思想、有关政策为刑事和解的实行提供了条

件。事实也证明，刑事和解已经是“犹抱琵琶半遮

面”，早已运用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例如，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2002 年以来已将刑事和解

制度广泛运用于轻伤害案。

但“犹抱琵琶半遮面”终究是半公开，其在实践

中，也是做法各异。如何让刑事和解制度在实践中

更加完善，并与现行的刑事法律制度相衔接，还值得

进一步研究。

笔者以为自愿应为第一要义，自愿性不仅是和

解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也是和解得以正当化的

基础，因此，和解必须建立在严格的自愿基础上。其

不同于“用钱买刑”的区别，不是有钱就可以犯罪后

减轻或免于处罚，没钱就要多受刑罚。为了避免这

个情况，罪刑相适应这些刑法基本原则坚决不能动

摇。民事赔偿一般应在刑事判决前赔付完毕。

另外，考虑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使刑

事和解这项好的制度为“有钱人”所独享，可规定具

有经济困难的加害人可以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但必

须提供相应的担保。

当然由于刑事和解关系到和解双方的利益，而

司法机关又拥有对和解协议的审查及效力确认的权

力，在运用刑罚权时就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有可

能会出现以权谋私的情形。为保障刑事和解严格依

法进行，有必要建立相应监督和制约机制。

郑渝川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芬小学在

学生中开展争优创先评比活动，有老师在操

作中，按要求将原本盖在本子上的印章用在

了学生脸上，“表现好的盖一个红色的章，表

现不好的盖蓝色的章”。表现不好被盖蓝色

印章的学生还被告知，在校期间不得擦掉印

记。此事经家长报料后，记者介入采访，上

芬小学负责人称该做法系当事老师个人所

为。（9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对在孩子脸上盖章这样的恶劣做法，人

们很容易形成共识。可是，如果印章没有盖

在孩子脸上，或者说，涉事学校或其他学校

日后在评比活动中，仍然采用盖章明示的方

式（盖在书本或作业本上），又会否取得人们

的认同呢？

在脸上盖章，带有侮辱性，然而与其他

类型的盖章明示方式一样，都旨在通过明示

区别式的评价结果，进而影响具体对象的社

会评价，还要让当事人认识到这种影响。对

于成年人而言，这类方式可能反过来带来强

化激励作用，若在未成年人成长中采用，就

可能无法实现这样的激励目的（相反会因未

成年人缺乏足够的认知和情绪调节能力，带

来诸多负面影响），因而需要格外慎重。这

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教育部门和教育学者纷

纷呼吁，要淡化中小学校考试成绩的宣传及

相关评比的原因。由此而言，深圳的这所上

芬小学，以及采取了同类管理评比做法的其

他中小学校，都需要审慎淡化学生评比中的

“公示”环节。

王景曙

“中秋节，每个员工发5块钱过节费，怎么过节

啊！”

一条网帖遭遇大量网友围观，不少网友痛批公

司是在“打发乞丐”。

“明目张胆的！明明发现排污超标，没人去检

查，没人去督促。还老是要挟地方政府，说什么为了

国计民生。那老百姓也是国计民生啊！”

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督察组日前对中石化下属

的三家企业检查时发现，中石化的炼油企业成了环

境违法行为或安全隐患的重灾区。广东省环保厅环

境监察局局长周全在督察组反馈会上气愤得拍起了

桌子。

金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