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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坡

这不是一起个案，而是地
方政治生态严重败坏的恶果，
是官商勾结、公权力“姓私”的
典型。把这件事从表到里查清
楚、查明白，不仅是要给受害者
交代，更是给一方民众交代。

据媒体报道，黑龙江省纪
委、监委近日的一条案情通报，揭
开了一桩惊骇世人的陈年旧案。

1993年1月，海林市金座歌
厅内，在检察院工作的陈志伟因
与人争抢麦克风，发生口角。争
执过程中，他拔出手枪，连开三
枪，打中歌厅女歌手爱夫（音），
致其死亡。

俗话说，杀人偿命。用法治
语言来说，案发后，犯罪嫌疑人
应该被控制起来，接受调查与审
判。但是事情没有沿着现实主
义路径进行，而是朝着魔幻主义
方向狂奔起来。

案发后，陈志伟连刑事责任
都没有被追究，反而在 4 个月
后，被海林市人民检察院录用，
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在落
马前，陈志伟担任海林市人民检
察院技术室副主任。

不知道为什么，新闻看到这
里，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句话“光
天化日，朗朗乾坤”。在这25年
里，杀人者一直平安无虞，而那
个无辜的女孩就这样消失在时
代的褶皱里。女孩的一名好友，
也是案发的当事人说，陈志伟事
后向死者家属赔偿八万元。

一定有人像我一样好奇，法
律在哪里，正义在哪里？不要说
什么“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
缺席”，正义的迟到本身就需要
解释。

或许，我们现在离真相已经
不远了。根据通报和当地媒体
的报道，魔幻剧情源于当时多名
领导的包庇：海林市（县）委书记
干预、阻挠案件办理；两任公安
局长久拖不办；检察院检察长拖
延处理；法制科科员遗失卷宗。
真是一点都不意外。

同样不意外的是，当时陈志
伟的父亲陈富清是一名靠煤矿
发家的“暴发户”，与海林市公安
局关系密切。知情人称，案发
后，陈富清给海林市公安局十余
名警察各买了一件2000多元的
高级皮夹克，还出资在山东烟台
牟平养马岛建了一个疗养院，

“疗养院建成后，公安干警轮流

休养，陈富清出资全程接待公安
局中层以上的干部”。

黑龙江省纪委的通报显示，
除涉嫌故意杀人外，陈志伟身上
还有许多暗黑往事。比如违法
高息放贷，借机强取豪夺；非法
拘禁，纠集社会人员，限制未偿
还借贷利息人员的人身自由；寻
衅滋事，殴打他人致轻伤害；非
法采矿，占用毁坏耕地；弄虚作
假，骗取干部和党员身份。

2018年9月，陈志伟受到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
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时隔多年，案件终于进入
司法程序。它留下的疑问是巨
大的，教训是深刻的。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一
切魑魅魍魉都要现出原形，而冤
屈自然要昭雪，正义自然要归位。

还必须意识到，这个严重背
离法治精神的案例造成的公信
力损失难以弥补，对世道人心的
伤害更难以衡量。它不是一起
个案，而是地方政治生态严重败
坏的恶果，是官商勾结、公权力

“姓私”的典型。
把这件事从表到里查清楚、

查明白，不仅是要给受害者交
代，更是给一方民众交代。

杀人后当干部，
小说都不敢写的剧情是怎么成真的

□魏英杰

在选手最后冲刺的时候来这么
一出，不仅不合乎比赛要求，也是非
常不专业、非常危险的行为，更谈不
上是什么礼遇和尊重。

苏州马拉松志愿者闯赛道递国
旗的风波，仍然在发酵。按理说，前
两天苏马运营方接受北青报采访时
对此表示了歉意，这事情算是告一段
落。没想到，11月20日又有所谓运营
方负责人接受中新网采访表示：“披
着国旗去冲线是一个惯例，是对中国
选手的一种礼遇、一种尊重。”这番话
将事态又推向新的一波高潮。

一会儿道歉，一会儿又摆出倨傲
面孔，这究竟怎么回事？事实上，此
运营方或许不是彼运营方，日前接受
北青报采访的运营方，媒体并没有写
明是哪家单位，作出最新回应的运营
方则是“奔跑中国”马拉松系列赛运
营方智美体育集团的一名负责人，而
苏马属于“奔跑中国”马拉松系列赛
之一。

关心此事的人，可以看到，连日
来，还有苏州高新区体育局、苏州高
新区工委宣传部、苏州市环太湖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等不同部门和机构接
受采访和回应。究竟哪一家的说法
才是“官宣”，不免让人云里雾里。这
可能也是造成相关回应互相矛盾、左
右互搏的原因。不过，现在可以明确
的是，苏马既然属于“奔跑中国”系列
赛，那么这个系列赛的运营方为智美
体育集团则是确定无疑的。既然这
家公司说话算话，那么就有必要问一
句：披着国旗去冲线是一个惯例、一
种礼遇、一种尊重，这是赛事组织者
该说的话吗？

按照国际惯例，根本没有让选手
身披国旗冲刺这么一说。按国际田
联相关规定，马拉松赛终点处，只允
许两名工作人员手持横幅迎接冠军，
包括裁判长在终点前也不能踏上赛
道。不用多想也明白，选手冲刺是比
赛最后的关键阶段，很难想象这时候
会允许非比赛人员进入赛道，别说递
国旗，有人闯入已经算是一场“事故”
了。不知这位负责人从哪里看到的
惯例，难道是自己设置的“惯例”？如
果允许有人在比赛阶段给选手递国
旗，那么各种赛事岂不是乱套了？比
如100米短跑，你敢想象最后有人递
国旗吗？

所以，在选手最后冲刺的时候来
这么一出，不仅不合乎比赛要求，也
是非常不专业、非常危险的行为，更
谈不上是什么礼遇和尊重。退一步
说，运营方是整个赛事的组织运营
者，面对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
要讲礼遇也该是准备好不同国家的
国旗，在终点的时候递给排名前列的
选手。可为什么，在苏州马拉松中，
并没有看到运营方为肯尼亚选手准
备一面肯尼亚国旗？单独准备了中
国国旗，这对中国选手如果称得上是
礼遇，那对其他国家选手来讲，又算
什么呢？

错了就是错了。如果因为经验
不足，或者事前考虑不清，道个歉，及
时纠正错误做法，相信公众也不会紧
揪着不放。如今作为比赛运营方的
这家公司，非但错了不道歉，反倒以
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舆论，不知
谁给它的底气？“奔跑中国”系列赛的
主办方是中国田径协会和中央电视
台，苏州马拉松的主办单位是中国田
径协会、江苏省体育局、苏州国家高
新区管委会。我倒想问问上述主办
单位，运营方抬出的如此偏离体育精
神和赛事规范的“惯例”，你们知情
吗？是不是该跟公众说明一下？

错了就是错了
别拿国旗说事

南 方 都 市 报 11 月 21 日 报
道，11 月 19 日晚，深圳女孩小莎
在新浪微博发文称，15 日晚上
她和家人到一家火锅店吃夜宵
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扑倒猥
亵，在家人和饭店老板的帮助
下才得以逃脱。在此过程中，
饭店老板对施害男子进行过一
些殴打。事后警方对施害男子
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对饭店老
板罚款200元。

点评：一码归一码。

人民日报海外版 11 月 22 日
报道，一名美国游客日前闯入印
度与世隔绝的北森蒂内尔岛，遭
到原始部落居民的弓箭攻击后继
续登岛，最终被杀死。据法新社
援引印度警方消息，岛上的原始
部落居民拒绝接触且会攻击外来
者。印度政府早已严令禁止靠近
该岛。

点评：听话……

钱江晚报 11 月 22 日报道，
浙江桐庐有一处山泉水一直很
有名，接水的人从清晨五点半
就开始排队，还有人开着车奔
波几十里路来此。但经权威部
门检测，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这股山泉水菌落总数超
标 7 倍。专家建议绝对不要生
喝，即使煮开喝也要慎重，切勿
常年喝。

点评：不是天然就一定好。

现代快报11月20日报道，宿
迁市民周先生日前因为一段十多
分钟的放烟花小视频而走红。他
此举是为了庆祝11岁的儿子终于
考了 7 分，此前，孩子一直考零
分。

点评：猜猜考一百会怎样。

钱江晚报11月20日报道，日
前，杭州玉泉派出所民警小白接
到报警：某大厦下有一迷路的七
岁女孩。小女孩说自己是一年级
学生，放学时妈妈发现她作文没
有写好生气了，让她自己走回
家。民警带着小女孩跑了一个多
小时后，真相大白，原来是女孩不
会背书，怕见妈妈，自己走到了街
上，其实她的妈妈就在她“迷路”
的大厦上班。

点评：警察叔叔辛苦了。
（以上内容来自网络）

□马青

高层次人才有什么特殊情况
需要特别照顾？他们的身体更羸
弱？时间更宝贵？职业更危险？
说好的职业无贵贱呢？

在医院就医时看到“老人优
先”“军人优先”“残障人士优先”不
奇怪，但西安一家医院贴出了“高
层次人才优先就诊”的告示，遭到
不少网友吐槽。都说生命面前人
人平等，为什么看病还分三六九
等？

争议来自它触碰到了社会最
敏感的神经：公平。公共医疗领
域，不少人都有过看病排长队的郁
闷经历，此时突然发现，有一小部
分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当然会产
生强烈的“被剥夺感”。

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老人优
先、军人优先、残障人士优先，却不

能接受高层次人才优先呢？
首先，高层次人才欠缺广泛共

识，标准随机而动。相比于军人、
老人、残障人士这类具备明确规定
或法律标准的名词，高层次人才是
各地根据自身需求而下的定义。
比如，西安规定的高层次人才，是

“获得世界级或国家级荣誉称号的；
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著名高校、
科研院所教授、副教授……”，还要
通过递交材料申报审核等程序，才
能拿到相关凭证。而沈阳把人才
分成顶尖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
才、拔尖人才和高级人才 5 个层
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
院士可以被认定为“顶尖人才”。
一些网友评论“什么是高层次人
才？我住30层算吗？”“我1米8算
吗？”虽是调侃，背后却是对含糊不
一标准的吐槽。

其次，“军人优先、老人优先”
皆有法律依据，而且这种优先体现

的不是特权，而是公平。军人看病
优先，一是对军人这种特殊奉献职
业的补偿，二是军人的职业特殊
性，他们外出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排队优先是为了照顾这种特殊
性。老人和残障人士优先，体现了
对身体不便者的照顾。急重病患
者优先，更不用说了，体现的是生
命至上原则。然而，高层次人才有
什么特殊情况，需要特别照顾？他
们的身体更羸弱？时间更宝贵？
职业更危险？说好的职业无贵贱
呢？

其实，优先就诊对高层次人才
来说，到底有多大吸引力呢？我很
怀疑这是地方在“乱抛媚眼”。真
正有吸引力的，是科研创新上的支
持，是创业税收的减免、创业环境
的优化，哪怕是安居政策中的租房
补贴和买房优惠，都更“真金白
银”。想想看，一个高层次人才就
为了挂号不排队，享受几块钱的挂

号免费，就要在看病时带好证明材
料，还要忍受诸多病患的白眼与议
论，是有多坚强的神经才愿意去享
受这种“优先”？难怪西安在遭受
舆论批评后，当地卫计委解释说，
这只是一种姿态。

同样占据的是公共资源，为什
么安居政府中的补贴、税收上的减
免就使得，公共医疗资源就不行？
因为不同的公共资源配置有不同
的分配原则，医疗资源公平分配是
医学伦理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
平等、公平、合理地享受卫生资源
的权利，这个权利并不因职业、学
历或所谓贡献大小为区分。公共
医疗资源不能被地方政府拿来当
成招揽人才的资本。

在“抢人大战”中，地方政府做
出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姿态可以理
解。但是，如果真的想吸引优质人
才，真正该琢磨的恰恰是“公平”二
字。

高层次人才优先就诊，看病还分三六九等？

近日，个别地方有基层干部反映，手机上政务APP太多，有的甚至要求每天打卡，影响
工作生活，沦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对于这种新型形式主义，需要加以警惕和遏制。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新闻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