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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绿了死树盖不住不作为的丑
□郭元鹏

水洞沟景区绿化带长约200

米，宽约30米，种有松树300棵，

其中 85%以上的松树死亡，但是

这几天却莫名其妙地全变绿了，

原来上面被喷上了绿色。（8月
13日《新消息报》）

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关部

门的回应是这样说的，春季造林

的时候，将工程承包给了一家施

工单位，和他们签订了“包种包

活”合同，这是承包方的行为，已

经责令他们进行清理。他们同

时解释说，这并不是绿色的漆，

而是“增绿剂”。

什么是“增绿剂”呢？“增绿

剂”原来是专门用于冬季草坪的，使其颜色更加美观。把这样的“增绿剂”用在已经死

亡的松树上，显然只能让已经死亡的树木远观起来像活树而已。这就很奇怪了，既然

不能让树木起死回生，施工单位为什么还要花钱喷涂？

尽管说，这处工程是“包种包活”的工程，但承包是需要投标的。栽种了300棵松

树，死亡率85%以上，这样的承包者兴许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技术，那么，这个公司又是

如何中标的？退一步说，虽然承包出去了，虽然签订了“包种包活”的合同，但是对于

园林部门来说，也不能袖手旁观，最起码要派出技术专家进行指导，在发现树木出了

问题的时候，要积极地“抢救”。不管谁花的钱，树木都是珍贵的。而遗憾的是这些树

木竟然死得差不多了。

面对这些“绿油油”的死树，其实我们更可以质疑的是，为这些树木喷涂“增绿

剂”真的是承包商自己的行为吗？是不是也很有可能是监管部门为了遮挡自己的过

错而授意的呢？

死树“绿油油”，让我们想到了“绿漆刷山”，想到了“路栽钢树”，想到了“漆染草

坪”等事件，这实际上就是为了完成绿化造林任务糊弄上级，糊弄老百姓。

“绿”化 王恒/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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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箱装温度表
可知民生冷暖？ 微WEI SHENG YIN

声音

谣言：“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很多谣言，都植根于人性的弱点。

正因其半真半假、危言耸听，所以一些

人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态分

享转发，无意中成了谣言传播者。看到

种种“警惕”“惊爆”，多一个心眼；面对

种种“解密”“内幕”，多打个问号，谣言

的生存空间就会少些、再少些。

@人民日报

一样的高温 不一样的身份

尽管有明确规定，但对部分岗位的

劳动者来说，高温津贴始终是“传说”。

记者了解，“临时工”难领高温津贴较普

遍，建筑、快递等行业漏发更成“潜规

则”。专家：有必要将高温津贴政策变

成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文。

@新华网

非FEI CHANG DAO
常道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谨防“赔钱减刑”
开出恶之花
□黄春景

一名房企老总在水库戏水，看到旁

边有妙龄女子，就想跟她开个玩笑，突然

抱着她跳进水里。但这个玩笑闯下大

祸,女子因不懂游泳而溺水身亡。近日，

广州市增城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

被告人何某锋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

两年。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8
月13日《新快报》）

撇开房企老总熊抱妙龄女子不说，

但就其向死者父母赔偿 500 万获法院轻

判缓刑的这一做法，笔者觉得“赔钱减

刑”不仅导致司法不公，还有可能助长司

法腐败，这样的宣判难免会再次开出恶

之花，理当慎之又慎。因为2010年2月9

日，最高法院公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专家表示，《意见》

明确了“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适用

范围，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

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不是所有案件都适

用，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

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或

减轻刑事处罚。

管窥这起“赔钱减刑”案，如何确保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被滥用、不受金钱

的腐蚀？如何识别被告人是不是真的积

极悔罪？被害人是真的谅解了被告人，还

是源于金钱诱惑做出了妥协？抑或存在

着以“赔钱减刑”做掩护进行权钱交易？

不管基于何种理由，如果赔偿就可轻判，

则意味着金钱成了刑事责任轻重的标准

之一。但别忘了，法治最基本的原则就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由“赔钱减刑”得

逞，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必然

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

轻”的局面，助长一些人“有钱无恐”的骄

纵心态。

赔偿诚可贵，法律价更高。法外施

恩、金钱万能，不仅扩大了法官自由裁量

权和腐败空间，还有损司法公正和法制

统一。房企老总赔偿 500 万获法院轻判

缓刑，容易使社会误导成“犯罪有钱就可

以减刑”，一旦被一些不法之徒和司法界

败类滥用，“花钱抵罪”就会成为有钱人

的另类游戏规则，“赔钱减刑”无形中就

会沦为一块新的司法腐败之地，这不仅

影响了公众对司法的信赖，还严重挫伤

了司法的公信力。

热RE DIAN LENG PING
点冷评

真相是慰藉
产妇之死的唯一良药
□张 剑

10 日下午，湖南湘潭县妇幼保

健院一名张姓产妇，在做剖腹产手

术时死亡。张女士家属认为产妇

是非正常死亡，且医院在抢救时也

存在着重大责任，否则也不会在产

妇死了后还向家属隐瞒，抢救的医

生和护士也全体失踪。（8月 13日
《京华时报》）

手术有风险，这是众人皆知的常

识。虽然在这一事件中，我们不能因

为产妇的死就给医院定下“医疗事

故”的结论，但从当前披露的信息看，

说院方不负责任却一点都不为过。

一方面，在产妇产下孩子而发

生“突发状况”需要抢救的几个小

时里，院方并没有如实地将病人情

况告知家属，只是在需要家属签

字、买止血药时，才简单地告知家属

病人已经危险到了何种地步，这明

显剥夺了家属对病人情况的知情

权。另一方面，从抢救病人到病人

生命危重期间，不曾见到院方下达

给病人家属的病危通知书，这既表

明院方没有尽到告知病人家属患者

病情的义务，更说明了医院在相关

程序的建设上本就漏洞百出。

更为重要的是，在病人家属到

达手术室后，竟然见不到一个抢救

患者的医生和护士？

在汹涌的民意面前，医院当下最

应该做的，乃是以诚实的态度，既要

将手术时的具体情况及遇到的不可

控的风险告诉给家属和公众，更要向

大家说清楚究竟采取了哪些抢救措

施去最大限度地抢救病人，还要把整

个手术过程中做得有缺陷甚至做错

的地方给家属一个诚恳的道歉。

然而，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在

家属自我陈述、医院自我解释的背

景下，还应尽快启动第三方调查，以

弄清楚院方在救治过程中有哪些地

方存在着操作不当？它该在哪些方

面负有责任？而医院所说的产妇

“羊水栓塞”又是否属实？患者之死

又是否和自己的身体原因有关？

事实上，不管是院方的失职，还

是患者突发状况的不可控，它都需

要真相的再次鉴定。而我们对真相

的期待，也并非处于好奇。相反，它

是出于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后的一种

自发表现。因为只有我们知道了事

情的来龙去脉，才可能在收拾场面

的同时，将民心得以收复。也只有

在厘清各方责任后，这一公共事件

才可能给以后的事故处理提供有益

的借鉴，这既是对生者负责任的交

代，更是对死者最好的祭奠。

星XING BAO SHI PING
报时评

近日，在山东济南历下区和平路上，新安装了100多个果皮箱，每个价值720元，要问

为什么这么贵呢，是因为，这个果皮箱多了一个特殊的功能，上面多了一个温度表，这可够

“高大上”的，而此举也引起了不少市民的热议。（8月13日齐鲁网/山东广播电视台）
垃圾箱装温度表，的确够有创意的，委实让人感到新鲜。历下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解释，此举综合考虑了其实用性，给居民和环卫工人做气温参考,让产品更好为市民服

务。叫人费解的是，诸如电视、报纸、网络等播报、显示气温变化的载体很多，有多少人扔

垃圾还会去看温度，或者为了查看温度情况去扔垃圾？更何况置于风吹日晒之下的垃圾

箱温度表显示出的温度，对市民来说又有多大参考价值？

一个普通垃圾箱，装上一只温度表，便显得“高大上”了，当然其身价也会翻倍飙涨。

姑且不去怀疑垃圾箱温度表的实用性，也不去刻意追问当地城管为民的善意，值得认真

打量的是，这样的温度表未必有多少技术含量，一个普通垃圾箱安上它便卖出720元的高

价值吗？或许便民服务只是个幌子，借此抬高价格牟取暴利才是主旨，到底是商家的主

意还是买家与卖家的合谋，显然更有必要追问。

各地经济社会近年来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与时俱进改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不但无可

厚非，而且是城市管理者的应有职责。只是再有钱也得精打细算、分清轻重缓急，让每一

笔钱花在必要之处、花得值、花得明明白白。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少民生领域的保障

水平还不是很高，特别是环卫工工资、福利、劳保等待遇更是普遍偏低，此刻购置高价温度

表垃圾箱，试问决策者可知民生冷暖抑或佯装无视？

一段时期以来，“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成为政府采购领域常见的风景，无不遭到公众

舆论的广泛吐槽，然而，无论如何质疑、批评，似乎都很难挡得住一味追求“高大上”的热情

和冲动。民生工程投入滞后与垃圾箱配置超前的强烈反差，不但表明行政、管理、服务理

念尚须进一步回归民生优先的轨道，而且再度凸显出完善制度规范、推行阳光采购、加大

政府采购决策中的民意权重相当必要。

□范子军

“无论是政府部门决策受到利益的不当影响，还是地方利益之争获得公权力的暗
地支持，本质上都违背了行政权的公正目的。”

——针对“金银花更名”事件，《新京报》一篇评论文章认为，对于国家食药监局

而言，正面回应“金银花”和“山银花”的分类问题，不能陷入植物学的学术迷雾，而应

立足公权属性向公众主动自证清白。

“‘权力变现专利’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极有可能刷新人们对
腐败的认识。‘权力变现专利’是腐败的新变种。”

——针对“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或涉嫌利用其多项专利牟取不当利益”这则

新闻，时评人王传涛有此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