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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酸枝木国色天香沙发6件
市场价：10.5万元
工厂价：1.99万元

酸枝木皇宫椅3件
市场价：1.76万元
工厂价：6600元

花梨木富贵茶台7件
市场价：2.2万元
工厂价：8500元

花梨木1.38米圆桌
市场价：3.96万元
工厂价：1.5万元

12 月 17 日、18 日最后两天

□辛京

12 月 2 日，最高法院再审改
判21年前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无
罪。

12 月 14 日，聂树斌家属委托
律师，向河北省高院提出总额为
1391 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在 7
项赔偿请求事项中，请求法院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万元最为
引人注目。这项申请再次把精神
损害赔偿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1986 年《民法通则》颁布施
行，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2013年开始实施的《国家赔偿法》
把精神损害概念引入国家赔偿制
度。然而，这不是准确意义上的
精神损害赔偿，而只是一种对精
神损害的“抚慰金”。2014年 7月
29日，最高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
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

见”中特别强调，应当注意体现法
律规定的“抚慰”性质，精神损害
抚慰金“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
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
35%”。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也有超
过这个比例的。今年5月，海南省
高院支付陈满人身自由赔偿金和
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75万余元，
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 90 万元，为
人身自由赔偿金的50%。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侵犯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
害的，国家必须予以赔偿。这里
自然应该包括对精神损害的赔
偿，因为精神损害的后果绝不亚
于有形的物质损害、人身自由和
健康损害。

精神损害概念在我国《民法
通则》和《国家赔偿法》中的“从无
到有”，无疑是一个进步，但远远

不够。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尚无真
正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更缺少
合理、规范、具体的精神损害赔偿
标准。聂树斌案提示我们，修改
和完善《国家赔偿法》，建立科学
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势在必行。

就聂树斌案而言，在法律作
出修改以前，刑事赔偿的赔偿义
务机关只能按照现行的《国家赔
偿法》行事，以“精神损害抚慰金”
的名义对当事人进行补偿。但考
虑到聂树斌已经被枉杀，而且持
续时间久远，影响巨大，对聂树斌
及其家人的精神损害程度与此前
若干无罪案件不可类比，在精神
损害抚慰金的数量和比例上酌情
考虑，有所突破，也是合理的。

伴随着国人观念的发展，精
神损害赔偿金额低下与当下人们
对精神幸福的追求格格不入。提
升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不能
够改变既成的司法冤案，但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慰藉冤案受害者及
其家人，尽量减少其精神创伤，消
弭社会戾气。

司法既要遵循现行法律，又
要为完善立法提供依据。期待聂
树斌案能够推动中国精神损害赔
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追问

聂案索赔，谁买单？
2013年实施的《国家赔偿法》

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
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
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
用。但实际上，近年来昭雪的冤
案中，就公开报道来看，从来没见
过哪个责任人承担了全部或部分
赔偿费用。为什么冤假错案总是
国家一赔了事？为什么追责追偿
至今仍是一纸空文？ （一笼）

理应判予聂树斌家人更多精神赔偿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法
院在审理一起离婚官司时，判决
书使用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等诗
句，最终判决不准予离婚，被网友
称为“最诗意判决书”。这份判决
书来自80后审判员王云：当时没
有刻意准备，只是心有所感。然
而，网络上表达支持的并不多。

调侃：风萧萧兮易水寒，夫妻
双双把家还

@喝瓶可乐然后呢：何处不
是安乐窝，是他妈先不要我。

@李云龙你开炮啊：本院认

为，无边落木萧萧下，孩子归你房
归他。

@平安连云港：万水千山总
是情，说离就离真不行。

@闻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
夫妻双双把家还。

点赞：法官里最会写诗的

@陌听浅唱：语文写作满分。
@z赵某某z：被法院耽误的

诗人。
@泽泽的土豆：法官里面最

会写诗的，诗人里面最懂法的。
@轻轻拍打一下：法官比当

事人成熟。

质疑：再美的诗句也白搭

@kevin153：结婚的理由有
一千种，离婚的理由只有一种：不
想过。再美的诗句也白搭。

@坏重从栏：离婚-不准离
婚-诗意判决露把脸-孩子继续
缺母爱-可能的家暴。

@鹿北R：鞋子不合脚，你硬
给别人穿上。

@骄傲小冰大灰灰：这与那
个“以打印机坏了为由，挽留百人
婚姻一样”，好心办坏事。

反对：判决书不应追求辞藻

@娇娇羊羊：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判决书写成了散
文，真的好吗？判决书是个人创
作？拼才华？

@来来我是一个循循：该严
肃的时候还是要严肃，别玩情怀。

@Yu 忻儿：判 决 书 要 求 规
范、通俗、庄重、精炼，追求辞藻华
丽有什么用？

@哥要奋斗：这判决书会被
我们本科法律文书老师打死。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诗意判决”与法律的严肃性相容吗？

□新华

2017 年春运期间的火车票 15
日开始发售，春运“抢票大战”拉开
大幕。2017 年春运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 3.56 亿人次，同比增加
3156 万人次，增长 9.7%，节前学生
流、务工返乡流、探亲流相互交织，
群众与票贩子抢票的一幕不会消
失。

一张火车票承载着人们回家团
圆的梦，能否让春运客票发售更透
明、更顺畅，考验相关职能部门的善
治能力。铁路方面尤其应主动作
为，切实解决票贩子抢票问题。

近年来，铁路方面通过提升电
话接听率、改善网购体验等举措，方
便群众购票。然而，春运抢票难仍
是一个未解的结。抢票的形式变
了，从裹着军大衣彻夜露天排队，变
成死守放票时间、狂刷抢票软件，但

“上一秒尚未开售，下一秒已售完”
的情况时时出现。最给力抢票软
件、最难抢票时间点、最难抢票地区
排名年年上榜春运热词，折射出一
票难求带来的酸楚。

实行实名制网络购票情况下，
为什么真正需要购票的群众还抢不
到票，而票贩子一刷就是数十张？
这需要铁路方面和春运相关职能部
门认真查找病根儿并进行有效治
理。这几年，票贩子抢票的套路和
手法逐步露出水面，从技术层面看
并不难破解。作为统领春运铁路客
票发售工作的铁总，应针对票贩子
的抢票手段改进客票发售工作，严
厉防范和打击票贩子刷票，帮助群
众真正抢得过、跑得赢票贩子。

无疑，“僧多粥少”是春运一票
难求的根本原因。春运期间，旅客
集中出行的需求与运输能力之间存
在差距，服务保障任务艰巨繁重。
即使网络购票系统再完美，也难以
满足所有乘客的需求。然而，每年
春运都是对交通职能部门的一次大
考，各相关机构和部门不妨自加点
压力，把事情想得周到些，出台的办
法更有针对性一些，把“让想走的群
众走得了”当成一条及格线。

专心解一解
“黄牛抢票”这个结

中关村二小事件之所以出现僵
局，也许不是孩子之间摆不平，而是
家长与家长之间以及家长与学校之
间摆不平。

——新京报评论：别总用成人
视角看待孩子的世界。

设立“蜗牛奖”倒逼“不作为、慢
作为、不担当”的“三不”干部，提振工
作作风，以“负向激励”机制解决干部

作风慵懒、散漫、推脱问题。
安徽省岳西县委宣传部了解到，

根据《岳西县效能建设“蜗牛奖”认定

办法（试行）》，该县已有6个单位和
乡镇被授予“蜗牛奖”并问责，个别单
位被预警。 新华社发

倒逼

@微言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