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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亲戚遭罚款”折射执法逻辑悖谬

星 雨

近日，江苏泰兴的

潘先生送亲戚到南京

机场搭乘飞机，抵达机

场时亲戚为了表示谢

意，在车上放了过路费

和油钱共650元，刚好被“抓黑车”的稽查

人员看到，潘先生被处 8000 元的罚款。

对此交通运输处回应：潘先生无营运资

质，双方有收费事实，此次执法于法有

据，程序合法。（6月7日《扬子晚报》）

先撇开是否是非法营运不谈，应该

承认的是，轻程序是我国的传统习惯，至

今还严重影响着国家的法治建设。此

外，“重事后程序，轻事前、事中程序”的

观念也根深蒂固，这样一来现实与法律

规定两者之间就产生了诸多悖谬。

首先是重法与现实的悖谬。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非法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法律责任较重，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

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可见从事非法

客运最低处罚为 3 万元。如果说运政执

法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道路运输

市场秩序应该说会相当规范，但事实是

运政执法中的处罚却难以到位。

进一步说，如果潘先生的行为的确

是非法营运，那么依据条例，其处罚也不

是区区 8000 元（与 3 万元底线相比较），

那么为什么是 8000 元而不是 3 万元呢？

这又涉及到下一个层次的悖谬，即自由

裁量权的悖谬。在打击非法客运中，如

果过于用力，则会产生社会矛盾。如果

过于松懈，则会滋生更多非法运输。现

实是需要自由裁量权存在的。

有自由的空间就有操作的空间，为

了保障执法程序是正当的，这种程序就

应当公开、公平、公正，符合法治的精神

和理念。当行政机关做出影响行政相对

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正当的

法律程序,采取包括告知、说明理由、听取

意见等方式，通过规范行政行为保障相

对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由于“黑车”的性质“进行非法

运输旅客或货物而收取费用的车辆”中

的“收取费用”一词在以往的现场执法实

践中很难取证,这就给“黑车”驾驶人提供

了狡辩的机会,给后期的处罚带来了一定

的困难。对重点区域的电子巡逻,发现和

录制黑车驾驶人与乘客进行交易的相关

录像,这样的科技手段解决了此类问题。

问题就是人的工具化与机械化倾向，这

是一种唯工具论思维，证据在那，那么变

通的思维就难以有伸展的空间。

而法律设定处罚的目的是在于教育

与惩戒，运政执法应与教育警示相结合，

加大运政法律法规的普法力度，增强社

会的运输经营法制意识，最好是对初犯

给予警告，再犯给以重处。无意犯错与

故意犯错是不同的，法律也有过失和故

意之分，而且，无论制度还是法律，主旨

并不完全在于惩罚人，而在于规范和挽

救人。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偶发意外情

况都应该有一个补救其失误的机会，对

新闻中误会更应该有申诉的机会。

“仿别人的建筑，让大家说去吧”

——“五矿·哈施塔特”——中国企业

和作为联合国文化遗产的奥地利小镇的

“混搭体”，出现在广东惠州博罗县郊外的

山坡上。种种迹象表明，由于“钱景”看

好，这个“洋小镇”并不在意种种非议。

“你们要控烟？这是在卖国，你

们是公务员，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

的钱！”

——虽然加入了世卫组织《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但是中国的控烟形势并

不乐观。中国烟草总公司已迅速成长

为几乎“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中央财

政对烟草业的依赖性也很大，烟草行业

中央税收占中央税总额的8.32%。充

足的底气曾让一位烟草专卖局的官员

指着卫生部官员大骂。

有些人认为嫖宿无所谓，即使是幼

女，也是一个比较轻的行为。这使对幼

女行使保护的法律震慑功能被弱化了。

——近日，浙江永康，福建安溪、

贵州习水、陕西略阳，不断出现幼女

被官员性侵案件，大多被定性为“嫖

宿幼女”。嫖宿幼女罪是否应该废除

引发讨论。专家表示。

金 戈
高考作文

不应该“诗歌除外”

随着 2012 年高考语文科目的结束，

各地的作文题目陆续被晒到网上。在粗

略翻看这些题目之后，作为一个热爱诗歌

的读者，笔者不禁感到有些失望：今年仍

有不少地方如山东、上海、安徽、北京、江

苏等地试卷明确规定“诗歌除外”。

顾城说过，“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

雨滴”，诗歌实在是一种最真实、最纯洁、最

富于感情的一种文体，是最高的文学形

式。所以我实在不明白以考查母语写作能

力为主旨的高考作文，何以要将诗歌逐出

“理想国”。有一种说法是“诗歌好坏无法

评定，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无法打分”，看

似有些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若说某一

个文学文本存在争议，则不只诗歌，小说、

戏剧、散文皆存焉。比如司汤达的《红与

黑》，出版后很长时间无人问津，雨果曾嘲

讽说：“我试着读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强读

到 4页以上。”其实，诗歌的评价标准和其

他文学样式是一样的，不存在“好坏无法评

定的”问题，对诗歌“误判”的几率，并不会

比记叙文、议论文或者小小说更高一些。

针对这种以讹传讹的说法，也许我们更该

质问：是“诗歌好坏无法评定”，还是阅卷老

师不具备评判“诗歌好坏”的文学素养？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代诗歌生

命力的召唤，当从冲破高考作文这一写作

壁垒始。

国土部该对“闲置土地”动真格了

国土部 6 月 7 日正式发

布经修订通过的《闲置土地

处置办法》，对闲置土地进行

了明确认定。规定未动工开

发满一年的闲置土地，由市、

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土

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

之二十征缴土地闲置费。满

两年的无偿收回。该办法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本

报今日12版）

目前，开发商手中握有

大量土地资源，却长期闲置

着晒太阳而不予开发，除了部分是地方政府

因素造成的无法开工，主要原因则是闲置在

那里等着土地增值，往往比正常开发所得利

润更大。此前有报道称部分土地闲置高达

十多年，增值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政府部

门对其处置力度跟不上，则又在变相纵容开

发商闲置行为，以致闲置土地越来越多。在

国土部 2011 年的抽查中发现，仅仅 43 个城

市就有8.84万亩土地闲置，而全国范围内的

闲置土地总量至今仍是个谜。

大量土地闲置未开发所造成的种种危

害，已毋庸讳言，经过多年来的讨论，社会已

达成基本共识，需要认真清理闲置土地，让违

规囤货居奇的开发商付出应有代价。开发商

大量囤地就是为了赚钱，地方政府心知肚明

却公然袒护，亦是有利益潜伏其中，轻易不愿

下手清理闲置土地。可见，国土部要想顺利

实施处置办法，就要盯紧地方政府，督促它们

严格执行《办法》。

《办法》推行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有效开

发，避免宝贵的土地资源闲置浪费，如果按照

处理方案认真实施的话，闲置土地的开发商

就要承担闲置成本，甚至面临鸡飞蛋打的下

场。因此，一旦《办法》真正能落实下去，对于

手握闲置土地的开发商来讲，时间就是一把

杀猪刀，为了利润和生存，必然会跟时间赛

跑，提高土地开发效率，整个房地产业也将步

入良性循环。 江德斌/文 方倩/图

赵勇锋

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高科技作

弊，教育部今年新发布实施的《国家教育

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涉及 30 处修改。根

据新《办法》，只要考生将手机带入考场，

无论开机与否，都将视为作弊。可以说，

防止作弊，高考规定“史上最严”。（6月7

日《人民日报》）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及其家长，绞尽

脑汁地去挑战公平，企图通过走旁门左

道闯过高考这道难关，最终达到升入大

学的目的。

最近，公安部门查封4家非法贩卖高考

“试题”的网站，就是一个良好开端。可以

预料，随着高考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一

些企图在高考过程中玩弄花招蒙混过关的

考生，已渐渐失去了可乘之机。

可见，整治考场外的舞弊行为，更应

该“史上最严”。

整治考场外的舞弊
更应“史上最严”

汪昌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