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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这是一起长达15年的冤狱，入
狱时张志超还是不满 15 周岁的少
年，出狱时却已经31岁了。一个人
的青春被完全埋葬在了监狱里，更
显出这起冤狱的痛感。亡羊应需补
牢，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2006 年 3 月，山东临沂中院对
发生在临沂市临沭县第二中学分校
的一起女性被害案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当时还未成年的张志超强奸罪
成立，判处其无期徒刑。

本案的问题出在哪儿？第一，
缺乏客观证据；第二，没有严格按
照 涉 及 未 成 年 人 的 办 案 程 序 办
案。凶器没有提取指纹；木棍没有
提取到 DNA；在没有法定代理人
的情况下，单独询问当时还是未成
年人的张志超，让他吞下违心认罪
的苦果；之后，法院未按涉及未成
年人案件的审理方式审理该案，张
甚至一直都没有机会向父母陈述
案子不是他干的。直到 2011 年，
张志超的母亲探监时，张志超才提
出要申诉。

一路“闯红灯”，张志超案终于
铸成冤案。在这次再审中，检察官
表示：“本案无客观证据指向张志超
作案，张志超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存
在矛盾。”本案本不该定罪，更不要
说翻案要等到15年之后。

“无罪推定”是 1997 年版刑法
明确的原则，证据不充分就不能定
罪，是谓“疑罪从无”。在证据不充
分、不确凿的情况下，张志超本不
该被定罪。但是，个别法院并没有
坚持这一法治底线，对明显证据不
足的案件（特别是杀人等大案）搞

“疑罪从轻”或“疑罪从挂”，积累了
不少冤案。近年来，最高检、最高
法多次强调杜绝“留有余地”的判
决，严格按“疑罪从无”判案。事实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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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勇气。

本案于公众而言，不过是众多
得到昭雪的冤案之一，但对于张志
超来说，却是整个青春被深埋大墙
中，是背着“强奸杀人犯”的罪名，送
走爷爷、奶奶、父亲等多个亲人。

此外，本案还有一个受害者，即

张志超当年的同学王广超。他因
“虚假证言、包庇”，被判有期徒刑3
年，缓期 3 年执行。如今此案也得
到了一并纠正。为什么一个未成年
人没有撒谎，没有陷害同学，却遭到
牢狱之灾？一案催发两起冤案，值
得反思。

正义不该迟到，迟到就要追
责。15 年的冤狱，且一案两冤，必
须做出全面调查。办案责任终身制
必须得到落实，让所有司法人员都
引以为戒，让正义不再迟到。

（相关报道见昨天A10版）

张志超出狱，正义不能一再迟到

阅读当然是好事情。我们成
年人琐事缠身、分心乏术，常为阅
读量不够而自怨自艾。突然看到
一个未满5岁的小女孩一年看了
1639 本书，真的是非常惊诧。这
意味着平均每天至少要看完4本
半，不知又有多少家长因此责怪
孩子：你看看人家……

不过，哪怕是绘本，对一个不
满 5 岁的小女孩来说，1639 本还
是太多了。毕竟 5 岁太稚嫩，没
有自由意志、没有选择权，她必须
按照大人设计好的轨道成长。一
年1639本多不多，不应问孩子的
看法，而应由家长来回答。

家长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让
孩子看这么多书的？培养阅读习
惯应该是主要原因，顺便再塞进
些许知识也很不错。这些想法不
难理解，但该不该读这么多，我却
有些看法。

5岁，我们常称之为学龄前，
本不该学太多知识，但由于实用
主义在教育界实在太流行太强
大，几乎所有孩子都承受着不该

承受之重。教育的逻辑，要符合
孩子身心发育规律，过犹不及。
然而，对“不及”这部分，家长深感
焦虑，而对于“过”这部分，家长则
非常欣喜，以为是教育成果，至于
未来是否给孩子带来反作用，很
难纳入考量范围。

当然，绘本大多是童话，本应
很轻松，但其中也蕴含某种思
维。一天在四五种思维间应变，
对大多孩子来说，是否自如，我还
是持保留意见。当然，孩子的思
维也很发达，常有惊人之语，但这
是孩子的自由思想。而灌输则是
不自由的，太多的思维，孩子若接
受不了，就容易机械，而别人还误
以为是好习惯。

早慧的孩子当然也不少，但
对大多数四五岁的孩子来说，不
用效仿读这么多书。

我想，还是赋予孩子一定的
自由：阅读、玩玩具、与小朋友玩
耍……比例适当，方相得益彰。
阅读，不必然比其他方式高明。

（雨来）

5岁还是多玩一会儿吧

一年 1639 本书！这个数字
确实惊到我了。一个不到5岁的
孩子，如此大的阅读量，真令我等
成年人脸上发热。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8 年，
我国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量不足
4.67 本；2019 年这个数据有所上
升，人均 7.99 本。有所上升是好
事，但一年下来人均仍然不到 10
本。你再看，2019 年，我国成年
人每天接触手机的时间约为 85
分钟，一年下来约 511 个小时。
当然，使用手机阅读的人群也在
逐年上升，但你可以问问自己，你
每天使用手机是在阅读还是在看
剧，还是在刷抖音快手朋友圈？
然而今天，我不想做数字上的简
单对比。我想说的是从童年时期
就要重视阅读习惯的培养。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
一个最差的时代。好的是，在物
质文明得到极大发展的今天，只
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
的。书本虽然并不便宜，但跟动
辄几百上千的衣服鞋子包包相

比，简直良心价格。一个家庭，你
可能买不起房子车子，但绝对不
会买不起书本。只要你想，阅读
恐怕是性价比最高的育儿方式。
差的是，国人的阅读习惯还没有
培养起来，电子产品便已无处不
在，娱乐软件每日推陈出新，不断
夺走人的精力和注意力，我们不
得不使出很大很大的力气来对抗
那些娱乐至死的游戏、视频和垃
圾剧。也正是基于此，从小培养
孩子的阅读习惯显得重要而迫
切。阅读本身，就是对抗娱乐至
死的最好武器。

更值得点赞的是坚持陪孩子
阅读的这位妈妈。正如报道中一
幼儿园园长所说：“阅读量不是最
重要的，妈妈坚持陪伴孩子阅读
的行为更值得家长学习。”偶尔陪
孩子读一本书不难，难的是，常年
都能控制住自己不玩手机的那颗
心，放弃休息，收起自己的坏脾
气，一边接受孩子永无止境的十
万个为什么，一边口干舌燥地陪
孩子读书。 （生鱼片）

培养阅读习惯
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5年的冤狱，特别是本案中的“一案两起冤狱”，必须要做出全面调查。
办案责任终身制必须得到落实，让所有司法人员都引以为戒，让正义不再迟到。

未满5岁的小女孩一年看了1639本书，市区一位妈妈每天陪女儿
阅读赢得称赞。不过，也有人担忧孩子太小，负担过重。今天，我们就
来谈一谈。

□于平

会后大吃海鲜餐，一晚喝掉
价值 16 万元的茅台；订了 58 间
大床房、26 间双人房、5 间高级
套房……深圳“年终述职会变身
奢华晚宴”的涉事国企老总，被
处理了。

当地通报称，免去张某深圳
光明建发集团董事长等职务，对
相关责任人一查到底，后续调查
结果将及时通报。

一次述职会，烧掉了几十万，
确实够奢华。光明建发属于国
企，国企的钱属于全体国民，不容
恣意挥霍。对于类似现象及时曝
光，当然很有必要。

以往类似事件往往遵循“偶
然事件曝光、舆情发酵、当地重
视、调查介入”的套路，此次则由
当地纪委监委主动出击，通过暗
访形式发现问题并纳入整治处理

半径，这也契合公众对“严肃监
管”的期许。

在整治“四风”高压之下，某
些违规公款吃喝其实并没有绝
迹，而是改头换面，穿上了隐身
衣。

以此次涉事国企筹办的晚宴
为例，为了逃避曝光和查处，无论
是将年会交给旅行社操办，用旅
行社发票为公款吃喝打掩护，还
是在多人把守的隐秘房间分装茅
台酒，都在逃避追责方面煞费苦
心——暗访人员多次尝试，都没
能看到小屋内部情形。

从执纪监督过程看，当地纪
委监委在暗访过程中锲而不舍，
与涉事企业斗智斗勇，也显示了
执纪的韧劲。这股韧劲，正是当
下各领域监管需要的较真精神。
在这般较真劲头面前，那些违规
公款吃喝的组织者绞尽脑汁构筑
的“防火墙”，只能是不堪一击。

类似的案例此前还有不少。
媒体曾报道，湖北省南漳县一国
企为掩人耳目，在公务接待中以
拼音数字组合成的代号代替菜
名。但强效的监督监管总能“魔
高一尺，道高一丈”，此事最终也
被揪了出来，受到法纪处分。

如今，违规公款吃喝上演“变
形记”，对监管部门也是提醒：查
处违规公款吃喝，神经不能有丝
毫松懈，必须谨防“疲劳综合征”。

而“去疲劳”就得体现在监管
的敏感性上。深圳纪委监委的此
次经验就表明，暗访依然是治理
违规公款吃喝利器，以后也不妨
抓住年终等关键节点，盯紧垄断
国企等高危领域，让类似的暗访
安排得更密集一些，规格更高一
些，覆盖更广一些，也让举报通道
更畅通些，这样也能尽早让那些

“藏得深”的违规操作尽早现形。
（相关报道见昨天A10版）

一晚喝掉16万茅台
公款吃喝“变形记”最终现了形

▶争鸣◀

违规公款吃喝上演“变形记”，对监管部门也是提醒：
查处违规公款吃喝，神经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谨防“疲劳综合征”。

贵州省将积极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把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对学校的绩效考核。
贵州省近日印发的《健康贵州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2年，稳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有效

遏制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其中重点任务之一是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 新华社发

学生体质也是学校考核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