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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终
于罪有应得。据新华社报道，在
经历了两天的庭审后，主犯杜少
平犯故意杀人等罪，昨天一审被
判死刑。

经审理查明，2001年12月，
杜少平承揽了新晃侗族自治县
一中400米操场土建工程，聘请
罗光忠等人管理。新晃一中委
派总务处邓世平等二人监督工
程质量。在施工过程中，杜少平
因工程质量等问题与邓世平产
生矛盾，对邓世平怀恨在心。
2003年1月22日，杜少平伙同罗
光忠将邓世平杀害，当晚将尸体
掩埋于操场一土坑内，次日罗光
忠指挥铲车将土坑填平。

这桩细思极恐的陈年刑案
自今年6月被披露以来，引发舆
论高度关注。现在，罪者也得到
应有的惩罚，似可告慰死者及其
亲人，同时也给法律和社会一个
交代。但从案件的侦破情节来
看，仍有一种凝重的冷色无法抹
去，这就是案件背后显露的权力
任性和人性沦丧。

再说开去，我们甚至还能
感到一种失去法律保护的恐
惧。而这样的恐惧恰恰是每一
个渴望保护的社会个体最最不
能承受的。邓世平死后16年以
森森白骨警示这个社会：正义和
良知在法律的溃败中一旦跌落
崖底，再干净的灵魂也要付出煎

熬的代价。
从官方信息看，这起案件

至少有几个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并拷问社会良心：

假如没有此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浩大声势，死者还会
冤沉多久？死者家属明明对
埋尸时间和地点提出了疑问，
办案机关为何不将其作为侦
查线索？从案发至今除作案
凶手外，知情人不止二三人，
为何 16 年间个个选择知情不
报甚至为凶手开脱？难道人
命真如草芥，人情大于冤情？

其实，共识只有一个，就是
权力的任性和人性的沦丧让“操
场埋尸案”死者沉冤16年，让整

个案件耸人听闻。
正义有时会迟到但总不会

缺席。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
如案件总被权力的阴霾笼罩，被
沦丧的人性遗忘，正义还有到来
的那一天吗？从第一个知情不
报、掩盖真相、为凶手开脱的时
任新晃一中校长黄炳松，到时
任新晃县公安局政委杨军，再
到时任新晃县委政法委书记杨
清林、时任新晃县委副书记张
家茂、时任新晃县委书记王行
水、时任怀化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伍绍昆、时任怀化市公安
局局长汪华、时任湖南省民委
副主任田代武（曾任新晃县委
书记）等，一干“保护伞”成员多

达 9 人，整个公检法系统和相
关负责人参与其中，这是一种
何等不正常的官场权力生态！
一种何等令人痛恨的人性沦
丧！在这样任性的权力阴影笼
罩下，在如此人性沦丧的社会
环境中，邓世平沉冤 16 载不就
成了不正常中的正常了吗？案
件虽破，沉冤虽雪，但留给社会
的思考却没有结束：为了避免
出现下一个邓世平，还有更多
的防线要筑牢。

未来的任何一个案件，我
们都不愿再看到权力的任性，并
希望公正到位、法制完备、人性
回归。

（相关报道见今天A9版）

透过“操场埋尸案”反思权力与人性

马拉松比赛中又现争议
一幕。近日，在深圳国际马拉
松比赛上，选手铁亮（国内男
子全程冠军）完赛后，参赛者
李某忽然冲进完赛控制区，手
举国旗与铁亮合影。而铁亮
因刚刚完赛，身体十分疲劳，
站立不稳，差点跌倒在地。

事后深马组委会发表声
明称，李某在 10 公里左右因伤
退赛，当现场目睹中国选手冲
线 后 ，情 绪 激 动 造 成 行 为 失
控，但并非蓄意制造事端，他
已向组委会书面道歉。12 月
16 日，中国田径协会做出处
罚：取消深圳马拉松参加 2019

年度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赛
事等级评定资格、限期整改，
对大众选手李某禁赛一年。

马拉松这种对体力消耗巨
大的运动，参赛者到终点时身
体处于极度透支和脆弱的状
态。他们跑完后，通常不宜立
即停下脚步，否则会造成腿部
肌肉僵化，甚至发生晕厥。如
果有人在此时生拉硬拽，极可
能伤及其人身安全。突然冲到
选手跟前并拉人，也是马拉松
大忌。

在道歉信中，李某承认自
己的错误，但也一再强调其行
为是“热爱国旗”，为了“展示我

们中国强大”。但就算有良好
动机，也不是任性而为的挡箭
牌。作为马拉松爱好者，对拉
选手合影会干扰比赛乃至带来
人身伤害这点不知或不顾，很
不应该。

李某的过错显然无可辩
解，但涉事组织方也并非全无
责任。视频显示，李某强行要
求铁亮与其合影时，竟无人制
止。等到李某再次拉拽铁亮，
让铁亮险些被拽倒时，工作人
员才出手阻止。

倒不是要拿“全知视角”去
苛责组织方，只是强拉合影之
举轻易发生，仍能说明组办上

的某些不专业不规范。
对马拉松赛事来说，保护

参赛者的生命安全，理当是主
办方的第一要务，对于赛场上
的异常行为，理应做好预案与
实时监控。李某冲入赛场如入
无人之境，还强行拖拽、合影，
其一连串的行为显然暴露出主
办方的失职。中国田协对于深
马相关方进行处罚，合乎情理。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去年
的苏州马拉松比赛中，志愿者
向选手递国旗事件曾引发舆论
哗然，作为赛事运营企业的智
美体育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而
这次赛事的组织方，依然是智

美体育。时隔一年，这番景象
难免让人质疑：涉事公司没有

“吃一堑长一智”的觉悟。
遗憾的是，主办方在发表

的声明中，除了强调李某个人
的疏失，只字未提自身的管理
责任。相形之下，中国田协的
追责彰显出了明晰立场：对此
类事件暴露出的管理漏洞，主
办方同样责无可逭。

强拽马拉松冠军与国旗合
影，不是“热爱国旗”，而是搞道
德捆绑。从参赛者到组办方，
都当以此事为鉴，秉持严谨的
专业精神，别用不专业给自己
和马拉松招黑。

强拽冠军跟国旗合影，别用不专业给马拉松招黑

正义有
时会迟到但
总 不 会 缺
席。但我们
不妨设想一
下，假如案件
总被权力的
阴霾笼罩，被
沦丧的人性
遗忘，正义还
有到来的那
一天吗？

强拽马
拉松冠军与
国旗合影，不
是“热爱国
旗”，而是搞
道德捆绑。
对马拉松赛
事来说，保护
参赛者的生
命安全是第
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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