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状元笔记
与其拍卖不如赠送

□王 莹

近日，一家拍卖平台首次将河北、安
徽、贵州等6位省级高考状元的笔记集中进
行拍卖，6名状元拿出17件拍品，最终拍出
笔记6件。（新华网）

虽然状元光环无可厚非，由此产生的状元
经济近年来也一直市场火爆，但拍卖状元笔记
的行为依旧让人感觉荒唐。在很大程度上，它
反映出人们对于状元的一种过度消费。在高
招改革不断推进的情况下，也反映出人们对于
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唯分数论”情结。

自各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以来，各种状元
新闻不绝于耳：名牌大学为多争一个状元不惜

“围追堵截”、连夜抢人、相互拆台；一些地方重
奖状元学生、家庭以及学校，奖金令人咋舌。

与状元相生的还有红火的状元经济：状元
一对一辅导、状元大讲堂、状元面对面……现
在，又多了拍卖状元笔记。

诚然，状元们能在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中获
胜，一定有值得借鉴的学习方法和堪被膜拜的
学习笔记。能得到状元们的“真传”，或多或少
也会对学子们有所助益。但当“秘籍”与拍卖
结合，这一切都变了味。

高价竞拍，让状元们沦为商家的赚钱机
器，在很大程度上损耗了状元光环，大大降低
了状元激励的正能量效应。

在全国高考改革以及高招改革不断推进
的背景下，高价竞拍学习笔记不仅没能对高考
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家长们高价拍笔
记，反倒渲染出一种浓郁的“一考定终身”氛
围。

当然，对于拍卖笔记的反对并不意味着状
元们失去了对于社会的激励意义，只是明确一
点：用钱的方式衡量和消费状元，是最无效的
激励。

状元身份对于学子们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如何以一种温暖、有爱、自然的方式传递出状
元们身上的正能量，是包括家长、学校、状元自
己在内的所有人应该认真思索的话题。对于
状元笔记，与其拍卖，不如爱心送出更好。

□邹 伟

近日，公安部、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
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
证明工作的意见》。这意味着老百姓有望不
用再跑腿受累，去开那些诸如“我妈是我
妈”“我还活着”的“奇葩证明”了。（详见
今日本报14版）

意见下发对清理“奇葩证明”开了第一
刀，是深入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务院
协同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重
要部署的实际举措，体现了源头治理理念和
法治精神。着眼于达到根治效果，还需要各
部门本着“麻烦自己、方便群众”的理念，

抓好意见落实。
解决“奇葩证明”问题，首要是铲除其

存在的土壤。从工作程序上看，“证明”是对
所办事项前提条件的确认。但一些部门和单
位权力边界不明晰，设置不合理、不合法的
证明事项，且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再加上

“懒政”滋生的相互推诿，导致办理流程烦
琐，“奇葩证明”丛生。12 部门这次打通关
节、综合施策、系统推进这项改革，就是力
争一揽子解决“开不开”“由谁开”“怎么
开”等问题。

“奇葩证明”问题牵涉面广、情形错综
复杂，单靠某一个部门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对于改革涉及的各部门而言，要明晰职权范
围、规范办事程序、打破信息壁垒，仍有大

量细致、复杂的工作要做。关键一点，是要
勇于将责任揽回自己身上，敢于拿自己开
刀。敢不敢把改革矛头对准自己，检验的是
法治政府、为民政府的成色。因此，相关部
门必须拿出责任意识、担当情怀和改革勇
气，以钉钉子的精神推进改革，把“方便自
己”转变为“方便群众”。

改革的落脚点是造福人民，为人民提供
更加便利的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我们
期待，各地有关部门能够贯彻执行好改革举
措，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让群众早日告别“奇葩证
明”；更希望此项改革成为表率，带动更多部
门主动自我革新、推动深层改革，给人民群
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方便和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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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不是“吓”出来的

□李小将

近日，重庆石油路某公厕门上贴
出了安有摄像头的通知，在周围居民
中引起了不小议论。负责公厕保洁的
方女士介绍说，其实公厕并没有装摄
像头，只是前段时间公厕的设备常被
损害，只好贴个“已安装摄像头”的
通知唬人，提示大家讲文明爱护公
物。（8月10日《北京晨报》）

诚然，破坏公厕内设备的行为着
实让人头疼，但通过这种唬人的方式
来予以杜绝，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文明重在教，贵在养，绝不是
“吓”出来的。殊不知，唬人也是一种
不文明，这也就不难理解此举为何会
引来不小议论，还是早点取了的好。

破坏公厕设备的不文明行为要制
止，市民如厕的隐私也要保护，如何
解决这两个问题，着实考验着有关部
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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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广西南宁天健世纪花园小区
物业，为居民饲养的宠物特别设置了“宠物
公厕”，还贴心地准备了“宠物拾便纸”。据
了解，为了设置这个“宠物厕所”，物业工
作人员参考了不少资料。（人民网）

点评：初衷虽好，但还得看效果。

根治“奇葩证明”需转变服务理念

□刘建国

看着年近30岁的闺蜜还是单身，不想
她一个人孤单过节，七夕前夕，福州女青
年小杨在朋友圈发布消息帮闺蜜小吴相
亲。她将小吴的姓名、年龄、工作等信息
全部公开，而且还附了两人的合影，小杨
将自己的面部处理了一下，却没有对小吴
的面部进行处理。小吴认为此举泄露了个
人隐私，十分生气，双方闹进了派出所。
（《福州晚报》）

不可否认，对小杨来说，确实是为了
解决闺蜜小吴的人生大事，才选择了发布
小吴的个人信息，为她进行择偶征婚。然
而，“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却表明小杨
的行为不妥，闺蜜的个人隐私因此而被泄
漏。报道中的个案，正是一则生动的案例
素材，每个人都应该反思和警醒，避免在
网络语境下“好心办坏事”。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小杨的思维
中，出于情感方面的考量，应该给予闺蜜
小吴必要的帮助。应该说，这种想法并无
不妥，尤其是对于好朋友来说，伸手相助
和帮忙，确实是出于善意。现实中，面对
他人的婚姻大事，好心人常常会牵线搭

桥，以便成就一桩美事。不过，出于情感
和道德层面的善意考虑，却并不表明没有
触碰法律底线，情感方面的善意也可能滋
生与法相悖的行为。正是在于小杨将介绍
对象当作情感道德领域的内容，忽略了方
式和方法的正确性和合法性，混淆了情感
与法律的界限。

如今，网络已经触手可及，个人的隐
私面临更加严重的泄漏危机。网络具有快
捷、灵活、随意的特征，对于个人来说，
只需拿起手机轻点屏幕，就可以让隐私瞬
间泄漏。或许，对于一些人而言，主观上
确实并无侵权恶意，但只要是行为具有侵
权的特征，就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从这个
方面来说，其实个人应该在善意的主观想
法面前，多多考虑行为妥当与否，是否具
有违法的可能性。假如，混淆了情感与法
律的界限，片面认为善意的目的决定了行
为具有合法性，不仅会给他人带来伤害，
还可能会让自己背负侵权责任。

可以肯定的是，情感与法律之间，应
该拥有明晰的界限，如何理解和掌握，依
赖于个人的认知和理解。对于每个人来
说，都应该避免混淆情感与法律的界限，
在善意的情感认知面前，真正形成法律思
维和规则意识。

为闺蜜相亲不应混淆情法界限

□白靖利

云南巧家因“幼儿园投毒案”蒙冤入
狱近14年的女子钱仁风，一直受到社会各
界强烈关注。被宣告无罪8个月后，钱仁
风终于等来了有关国家赔偿的决定。8月9
日，云南省高院副院长鞠躬道歉后，向其
律师送达了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给予其
共172万余元的赔偿。当天，钱仁风的律
师、受害儿童的家长以及涉事幼儿园方
面，再次强烈呼吁追查真凶。（详见8月
10日本报14版）

虽然当事人获得了赔偿，但道歉和赔
偿都不应成为纠正这起冤假错案的终点。
只有追责到底、问责到人，改进程序疏
漏，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才能进一步
彰显依法纠正类似冤假错案的长远意义。

钱仁风年仅17岁便蒙冤坐牢，在狱中
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人生轨迹也因
此完全改变，甚至连她母亲都没能等到女
儿沉冤昭雪。钱仁风的不幸让全社会看到
了司法公正对每个人的重要性。

正义可能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司法正义是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
防线，不仅在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还应
体现在对责任的追究上。在全社会为钱仁
风的人生得以重启而感到欣慰的同时，也
应该追问，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
致冤案生成，究竟哪些人该为钱仁风蒙冤
负责？对失职、渎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肃
追责，还钱仁风一个完整的公道，以避免
类似悲剧的再次上演，是纠正冤假错案的
应有之义。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
追究。”十八大以来，强化问责成为从严
治党、依法治国的鲜明特色。新近印发的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也明确规定，实
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
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
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加强问责，
才能确保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才能
确保每个案件得到公正审理，才会强化人
们对法治的信仰。对失职、渎职者严肃执
纪、问责到底的意义，更在于进一步树立法
律的尊严，教育引导广大公安干警和司法
人员坚持原则、依法办案、匡扶正义。

纠正冤假错案是司法公正应有之义

8月11日，北京一名资深快递哥窦立国
上传了一份北京“避堵攻略”，引来众多网
友围观。他还及时更新了路线的测试情况，
测试结果显示，早上8点，高峰时段从望京
到西坝河只要8分钟。（人民网）

点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