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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技师学院，1959年伴随城市建设而生，六十载上下求索，一
路风雨兼程。2019年，我们将迎来平顶山技师学院六十岁华诞。为展
示学校办学历史、办学成就，彰显广大师生、校友的风采和业绩，全面生
动地再现学校发展历程，学校拟编纂校志、书写“我与平技的故事”，现
面向社会各界和广大校友征集与学校历史有关的实物、图片、史料、逸
闻趣事等，以供陈列，激励后人。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5月
联系电话：13613755659 13303908626
联 系 人：聂老师 姚老师
电子信箱：bgs8112@163.com

□沈彬

张玉玺为找回自己的清白，等了 20多
年。

1992 年，夏邑县农民张玉玺和堂兄弟
张胜利、张叶卷入一场邻里斗殴纠纷，导致
邻居张超明死亡。因涉嫌“故意伤害（致
死）罪”，张玉玺被羁押近 10 年。案发近 9
年后，法院认定了真凶，张玉玺也被取保候
审，但从 1997 年发回重审后，案件却一直
没有开庭，直到今年1月29日，该案在发回
重审 22 年后终于在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
院开庭。法院经过审理当庭宣判，张玉玺
无罪！

从 1997年发回重审到如今宣判，整整
过去了 22 年。要知道当年二审法院发回
重审，等于重新走了一审程序，而《刑事诉
讼法》对于一审的审限是受理后“两个月以
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最长三个
月的审限变成了漫长的22年，张玉玺就这
样作为“戴罪之身”活了22年。

这种既不判决有罪，又不判无罪或者
撤诉的情形，被称为“疑罪从挂”。

1997 年版的《刑事诉讼法》全面引进
“无罪推定”原则：由司法机关举证被告人
有罪，若证据不足，或证据有疑点，则不能
定罪，是谓“疑罪从无”。但是，之所以有

“疑罪从挂”，是因为之前一些司法机关限
于一定条件，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
将人抓捕、起诉，形成了骑虎难下的局
面。于是，有的司法机关就不审、不判，挂
起来。

这样的处理，看似平衡各方的利益，其
实是法官不能坚守法定的“无罪推定”。疑
罪从挂无疑拖延了正义的实现。

不过，联系当年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法
治意识，也能理解当地司法官员的苦衷
——两个农村家族因琐事发生殴斗，一方
死了人，总希望有人偿命，而当时混战的情
况比较含糊，司法机关较难取得过硬的有
罪证据。所以，张玉玺的“疑罪从挂，一挂
一生”，其中包含对被害人家属息事宁人等
考虑，这正是当年的局限性所在。

然而，关乎人命的刑事判决，只能以事
实为依据，不能把被害人家属的情绪和司
法官员自身的利害得失作为审判的考量。

如果瞻前顾后，法治公信就会受损。
近年来，司法机关也认识到搞“疑罪从

挂”“疑罪从轻”的危害性。2013年，时任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指出：对指控的
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
罪，不能再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那一
套。2015 年，时任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也
明确表态：坚决摒弃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
错误观念和做法。

严格按“疑罪从无”解决“存量问题”，
依然需要司法机关拿出很大担当和勇气。
当下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正是为了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完善，让法律
成为法庭的国王，不要让庭外的因素干扰
司法判决。同时，民众也要逐渐接受疑罪
从无的刑事司法理念。

打破纪录的 22 年“疑罪从挂”，是“迟
到的正义”，但夏邑县人民法院还是勇敢
地迈出了这一步，这是中国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下的必然。这个漫长的过程，也
像一块琥珀，详细记载着中国法治的盈
科而进。“疑罪从挂”，一挂一生，不能再
发生。

“疑罪从挂”非法治，不能再发生

知识付费，是现实更是趋势。
成都某医院泌尿科大夫@成都下水道

曾在微博上晒其问答分成，每月的税后收入
大多为四五万元。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人们渴求知识，尤其是健康知识。除了
有针对性地了解某种疾病，人们更需要健康
常识。如果健康常识科普到位，人们就不会
被权健欺骗。

新浪微博的问答、健康 APP、微信健康
平台等，都在进行付费问答。温州这位医生
在微信群里解答收费，不新鲜。不过，专业
平台解答之后会及时提醒：“该咨询意见仅
供参考，不能替代临床诊疗”，而且风险由平
台承担。但在患者自建的微信群里，医生缺
乏这种保护，不但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也
给咨询者带去健康风险。

我觉得，医院不应对医生参与正规的平
台解答予以限制，但医生也要爱惜羽毛，不
轻易在微信群这种群众自发“组织”内收
费。如果健康平台是商业公司，微信群则像

“街头小贩”，健康问题很严肃，“无证经营”
不可取。 （雨来）

线上问病可行，但要正规

“刚发现娃耳朵里有一大块耳屎，急问
万能的朋友圈是否要取出？咋取出？”“小朋
友半夜发烧，第一次，不知道如何操作”……

我一个微信好友是新手宝妈，经常在朋
友圈发出类似问题。娃生病，妈心疼。寥寥
数语，就能看出她多么焦急。我偶尔看到
了，会根据有限的育儿经验给她一点建议。
我想，此刻她最需要一位随时能咨询的专业
医生。

我婆婆咯血，几年里出现七八次，每次
去医院检查，CT、喉镜、胃镜、支气管镜一路
下来，医生轻描淡写三个字：“没啥事！”没事
儿会咯血？难道就不用管？下次再咯咋
办？毕竟，咯血听起来不是小事。我们于是
考虑带婆婆去郑州。商量好周三去，临出门
才想起当天咱市限号，于是推到次日。不
料，周四郑州限号，但不想再拖，遂于周四凌
晨 4 点出发，把车停到远离郑州市区的地
方，带上公婆、带上各种片子打车到医院。
排队、挂号、咨询、拿药，看完病回到停车的
地方一看，呵，车被贴条了。

我想，若有一位专业医生可以线上咨
询，付费也划算啊！ （生鱼片）

线上咨询免折腾，挺好

医生业余时间通过微信给患者提供咨
询，收费有毛病，那不收费就没毛病？

有人为医生算过一笔账。大学5年，毕
业后还要进行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得培训，时间 1-3年，考
核合格后才具有医生的从业资格。要想进
入三级医院，至少硕士学历。从时间成本
说，成为三级医院的执业医师，要 9-11年；
从经济成本说，本科 5年，9万元少不了，硕
士3年也得六七万。也就是说，进入医院成
为住院医师前，临床专业的学生至少得花
15万元。这么多时间、精力、金钱换取的专
业知识，凭什么要无偿为你提供？

作为医生家属，我经常听到身边有医
生抱怨出院几年的病患都会打电话咨询，
而且不分时间段。这些病患基本都是外地
的，心情可以理解，认为以前的主治医师了
解自己的病情，而且可免去舟车劳顿，但医
生的服务谁来买单？

现在，患者自发建微信群，医生凭自己
的专业知识，在合适的时间提供合理的有
偿劳动，病患双方不是各有所得吗？

收费有毛病，不收费也不对，干脆不做
这个微信服务就是了。不禁要问：这样就
真的没毛病了吗？ （懂得）

要医生怎么做才没毛病？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位医生
在患者家属建的微信群内答疑收红包。医
院称，医生获利400元，被暂扣，已退群。但
不少网友觉得收费合理，这事怎么看？

医生答疑收费没毛病

关乎人命的刑事判决，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把被害人家属的情绪和司法官员自身的利害得失作为审判的考量。如
果瞻前顾后，法治公信就会受损。

□佘宗明

咪蒙旗下《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
死》刷屏，成为10w+爆款文章。文章描
述了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本科选择会
计专业，毕业后不断打工赚钱补贴家
用，最终因胃癌享年25岁的故事。

伴随火爆而来的，是读者对其真实
性条分缕析的质疑。它以“我一个同
学”这种相对含糊的表述，来呈现一种
半真实感，在“虚构”与“非虚构”间游走
并获利。文章竭力营造真实感，用一张
黑白照片还原当年场景，甚至在文末抛
出高仿真的慈善议题，宣称要为文中

“去世的高中同学”的亲属略尽绵薄之
力。

这篇文章贩卖的依然是焦虑。仅
是这番“出身寒门的状元”人设，就深谙
社会痛点与痒点。

这年头，各色新媒体培训班总结出
了各种标题党技巧、金句制作指南和通
往爆款之路。最关键的技巧，就是贩卖
焦虑。现实中，我们可能都是被“焦虑
之鞭”抽打的陀螺，想不团团转都难：没
找到工作的人为已经失业焦虑，有工作
的人为可能失败焦虑，单身汪为被催婚
焦虑，有娃的为育儿焦虑……

我们的焦虑对自己是实感，对有些
人来说则是生意。

他们不仅把商业模式建立在抚慰
我们焦虑情绪的基础上，而且极力夸大
焦虑。无论是在几线城市的生活图鉴，
无论生活处在怎样的状态，都能被他们
用“焦虑连着焦虑”给概括。对那些困
在现世生活的人们来说，对此大多没什
么免疫力，基本上都是“一打一个准”。
很多人在拖着疲累的身躯摁下“共鸣”
按钮时，才不会看到那张“泛焦虑”的网
后面还有几个大字：快到我碗里来。

这类毒鸡汤，本质上就是给人“喂
毒”。看起来是说出了社会痛点，问题
是，这些毒鸡汤党并不会给出解毒秘
方，它不仅让人缴纳智商税，而且会在
人心里定制出无数个“罪恶模型”：那种
按部就班的生活是精神空虚的……

最终，大家都需要“杀死”现在的自
己，来一场精神苦旅。

他们为了制造10w+，让多少“我的
朋友”变成了loser，又“杀死”了多少“我
的高中同学”？

这与权健式保健品有何区别？

为了10w+
爆款文要杀死
多少“高中同学”？

近日，广州警方公布了一段防骗视频，揭秘“卖茶小妹”社交媒体诈骗套路，“戏剧性+科
普性”带来的广泛传播，也令其有了此前电话诈骗难以达成的效果：油腻男伪装成清纯小
妹，“误加”他人微信，而后使用“对话剧本”花费数日巩固自己的人设，培植双方感情，再以

“爷爷的茶叶滞销”为名，骗取对方打款，最后拉黑。 （韩福东）

原来你是这样的“卖茶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