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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指责：他只是生理上的父亲

@长弓晋浩：种下种子就不
管了。人家浇水施肥，如今成树
结果了，你老不动了就来摘果，理
由是果树是你种的！呵呵！

@原上四季草：生物学上的
父亲，非法律意义上的父亲。

@安小安：照他的想法，捐精
的发财了——老了可以把 n 个小
孩告上法庭。

@金景阳：问题来了：如果捐
精的生理父亲起诉生理儿子索要
抚养费，法院怎么判？

建议：先让他把抚养费补齐

@--张黎明--：按照法律，
儿子可以赡养他；但是按照法律，
他应该先把抚养费补齐。

@陌上花开枫和雨：告他遗

弃罪！
@乌七八糟大胡子：放弃做

父亲的责任，应作为事实解除父
子关系。若要求儿子赡养，可依
据抚养条款，要求他一次性支付
约 17 年的抚养费及利息，尔后尽
赡养责任。婚姻法应该增加新条
款，否则，一个男人结婚、离婚、再
结婚……乱耍的结果是，有可能
老年很幸福。

支招：给他一笔钱了事

@扬河剑：赡养义务是法律规
定，应当遵守，但法律并没有规定
赡养标准呀？一个月给他一块钱！

@岁月成歌花满径：从血缘
上来说，作为儿子，应该赡养父
亲。从父亲以前没有养过孩子来
说，这个赡养费可以作为一种人
情上的赠予。因此，给他一笔钱

就行。譬如，一万几千的，就当感
谢，仅此而已！

质问：不抚养，凭啥索取赡养？

@紫胤大君：没有尽抚养教
育的义务，凭什么享受被赡养扶
助的权利？

@小米喜欢aska：抚养与赡
养是相对应的义务。如果一方未
尽义务，另一方何须尽？

@猫田大明神：中国的法律
还是封建社会的那套，完全不讲
契约精神。

@夜猫回眸：权利和义务不
对等，还好意思叫法律吗？

直言：赡养与抚养应对价

@押沙龙：法律规定不合理，
无非是因为：不攀扯个人赡养这
个混蛋，不是给政府添麻烦吗？

@蔡蚱蜢仁波切：政府提倡
孝道，是出于道德层次的考虑。

@王志安：赡养义务是养育
子女责任的对价，律师说的不对。

回应：赡养义务是绝对义务

@陆克礼：法学界一般认为
抚养和赡养在我国法律中都是排
除权利的绝对义务。简单地说：

“权利义务相对应”在赡养这个问
题上并不适用。

@楷模开幕：心里有落差，可
以认同。但毕竟有血缘，况且社
会提倡以德报怨，就当施舍尽力
而为吧！

@科苑种田人：父母抚养子
女，和子女赡养父母，都是法定义
务，非对价关系。所以只能说，律
师没错，大概是法律错了。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赡养义务是排除权利的绝对义务
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也许值得讨论：

不尽抚养义务，能否享受赡养权利？

王林因涉嫌非法拘禁被刑
拘，围绕昔日“大师”的种种神秘
内幕也渐次浮出水面。媒体曝光
的王林被抓前接受采访的内容显
示，2013年“王林事件”后，为洗刷
清白，将反目的弟子邹勇送进监
狱，王林陆续花费 3000 万元。近
日，几段当事人通话录音的曝光，
更使得王林“凡人”的一面尽露无
遗。

数段录音显示，王林与涉案
者黄钰刚和神秘“林主任”的通
话，基本上就是围绕“钱”（酬金）
何时到位、行动（抓邹勇）何时开
始的问题而展开。所谓的帮王林
正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在此
过程中，“大师”王林也未能发挥
神通，骗人者终被骗。

事后来看，王林不过是不自
觉地一步步走进自己和他人合
伙构建的“局”中。为漂白自己、
除去“眼中钉”，他“病”急乱投
医。而预设一个神秘的“上面的
领导”，同样契合了大师对于某
种通天权力的想象。这不过是
大师这两年遭遇的一个缩影：自

“王林事件”后，常有自称是高级
官员、将领的人，或毛遂自荐或
为其出谋划策，从他这里卷走巨
额钱财。

因利而聚，利尽而散。王林
的前后境遇，耐人寻味：此前他能
凭着杂耍招数通吃四方，谈笑有
权贵、往来多名流，舆论普遍认为
是因他身上加载了“权力中介”的
符号，是因其权钱掮客的身份；自

从“出事后”，大师往日那些非富
即贵的“座上宾”不见踪影，被神
秘色彩笼罩的气场与权势也不再
显灵。仅剩的聚拢人气的资本，
只剩下他出手阔绰的钱财。一切
都是如此现实，并无所谓大师的
神力护佑。

从王林寻求帮助的途径来
看，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无
论是寻找高人企图“花钱消灾”，
还是和邹勇互相安插眼线，都不
过是常见的丛林法则的那一套。
只是相较于一般人，王林由于在
各种“人脉”圈浸淫已久，从而表
现出更大的权力中毒症，坚信收
买更大的权力就可摆平一切。

曾几何时，一些官员、企业
家、明星簇拥在王林的周围，也被

视为是为了寻找安全感。但神秘
褪去之后，这个由神秘术士、灰色
权力和跨界资源构筑的大师神
话，也没什么安全感可言。一切

“安稳”时，各路人马包括王林本
人或许沉浸于左右逢源的幻觉
中，尽享风光；但一旦大师的泡沫
被戳破，神秘外衣背后某些本质
的东西就露出原形。这其实是被
注定的：“权力迷幻”支撑的浮华，
终归是泡影一场。

患了重度“权力中毒症”的王
林，终究无法靠权力护体。一个
正常社会中，公民的安全感，只能
靠社会能见度的提升、对法治的
敬畏和权力的规范运行来保障。
这已被现实一再证明，王林神话
的破灭，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王林“权力中毒症”无法靠权力消解
□辛经

检察官与律师都是法律职业
的重要成员。要严格执行关于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更开放
的胸怀对待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
切实保障律师阅卷权，促进诉辩良
性互动。听取律师意见是防范冤
假错案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应
自觉地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
督和法院、公安机关、律师的制约，
确保公诉权依法正确行使。

——7月22日，最高检副检察
长孙谦在《检察日报》上发表文章

“干女儿”反腐常见，亲女儿举
报难得。湖南省怀化市委巡视组联
络办副主任滕树旗被女儿网帖举报
包养情妇，且有私生子。怀化市纪
委上午发现举报、下午即停止滕树
旗的职务并展开调查。此次处理之
快，超出很多人预料。网络上，围绕
女儿“大义灭亲”，明显观点各异，有
指女儿大公无私；有指女儿简单愚
蠢，被母亲利用。

事实上，此事的焦点不在于“大
义灭亲”，而在于各种举报渠道不
畅，网络举报却见光就灵。自称是
腾树旗女儿的网帖举报者称，“母亲
曾多次到腾树旗工作单位举报其问
题，但一直未有解决。”她们在叩遍
了能够叩得着的门之后，无奈才将
网络举报当成了最后的渠道。

面对面举报没回应、妻子出面
举报没回应，妻女把举报内容发到
网络上，腾树旗的问题当天就摆上
台面了，这个过程梳理起来，很容易
让人产生疑惑：当地相关部门究竟
是重视被举报的内容，还是更重视
举报方式？

网帖“坑爹”为何一发就灵？当
地相关部门除了调查此番网帖提供
的“罪证”是否属实之外，也该给社
会大众提供更多说得过去的原委。

（刘雪松）

女儿举报父亲
焦点不在“大义灭亲”

摘要┃患了重度“权力中毒症”的王林，终究无法靠权力护体。这也是被注定的结局：靠寄食权力生存，不可能完全安全。

新闻┃据@工人日报，30年前，北京的杨先生离婚时，1岁多的儿子被判给妻子抚养，儿子从改姓李。近日，未尽任何抚养义务的杨先生将儿
子小李告上法庭，要求每月给他800元赡养费，并在节日看望他。儿子小李说，从记事起就没见过父亲，不同意父亲的要求。杨先生的代理律师
称，即使父母没抚养子女，子女也应赡养父母。然而，在网络上，充斥着针对原告杨先生的激愤之语：年轻时不管孩子，年老走不动了就想起孩子
来了。还有的网友提出，目前的法律需要完善，不尽义务，就是不能享受权利。

@微言博议

@王志安：有生育意愿到真生
二胎或者三胎中间隔着好远呢，所
以单纯调查生育意愿没多大意义。
事实上，开放单独二胎之后，真申请
二胎指标的没多少。计生部门不能
根据生育意愿制定政策，而要看实
际申请生育指标的比例。

@刘远举：爱国就可以约架，
那西安爱国青年用车锁砸人，那也
是爱国行为，干嘛要抓起来？

@范剑平：散户两只眼睛只盯
现券市场，机构一只眼睛盯期指，一
只眼睛盯大盘和个股，信息不对称
可以决定散户赔多赚少。你盯了期
指，但你不能做期指，别人做多做空
均可获利，你只能做多获利，胜负概
率如何？散户为主的市场已到尽
头，方向错了，退出是正确的选择。

@刘胜军改革：改革不是喊出
来的，是靠改革家干出来的。改革
不是谈恋爱更不是“剪指甲”，改革
从来都是观念与利益的激烈碰撞。
回顾改革开放37年来的历史，我们
从来不缺改革的政策、文件与口号，
但改革能否取得进展，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能否用对人、用好人。

@城规田宝江：关于凤姐有两
段话供大家参考：1.在一个只以

“成功”为唯一标准的社会里，凤姐
才会成为一个话题。在这样的环境
下，病态的她和病态的我们，其实并
无区别。我们只是还没出名的凤姐
而已。——张小北；2.我是社会大
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
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低
俗，而是社会。你今天把我罗玉凤
按下去了，明天就有下一个这样的
人冒起来。——罗玉凤

@微语

大暑节气，天气很热，同
样很热的就是暑期里的“有
偿补课”。

态度是明确的：教育部
日前出台的《严禁中小学校
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
的规定》，明确中小学有偿补
课六条禁令……

现实却是尴尬的：从中
学到小学直至幼儿园，大批
学生涌进补习的课堂，“补
课”依然是不少机构和老师
的生财之道。

新华社发

有偿补课：

课堂不讲
课下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