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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

最近，贵州女孩吴花燕的
遭遇，让无数人心生哀戚。

24 岁的吴花燕是贵州省
铜仁市松桃县沙坝河乡茅坪村
人，也是一名大三学生。吴花
燕 4 岁时母亲去世，18 岁时父
亲去世，只剩她和弟弟吴江龙
相依为命。吴花燕从小缺钙，
身高只有 1 米 35，最重的时候
体重仅有 50 多斤。2019 年 10
月，吴花燕在医院检查时发现
患有心源性水肿、肾源性水肿
等多种疾病，体重仅剩 43 斤。
1月13日，吴花燕去世。

随之而来的，是围绕她生
前慈善捐助的诸多质疑。一个

名为“9958”的慈善机构先后为
其募捐了 100 余万元，但仅在
2019 年 11 月 14 日为其转款 2
万元。据媒体报道，其中还有
一次 40 万元的捐款发起时吴
花燕并不知情，其中蹊跷，颇令
人费解。

9588 平台对此回应：“余
下款项希望预留至手术与康复
治疗再使用（经核实，吴花燕病
情有反复，尚未达到手术条
件），因此余下善款未能拨付至
医院。”这个说法可靠与否尚未
得到证实。网络爆料该平台有
诸多项目都募捐了金额不菲的
善款，最终交付给医院一小部
分，甚至发生过为已经逝去的
孩子继续募捐的情况。这些都

有必要借着吴花燕善款疑云的
契机，做一次复盘式清查。

除了 9958平台外，一个名
为“XX 听新闻”的抖音账号，
在吴花燕不知情的情况下，以

“护燕行动”之名，在抖音平台
上用二维码收款的方式，为吴
花燕筹款，并发布视频，称 45
万余元爱心款“已亲自交至吴
花燕”。但吴花燕及亲属表示，
没有收过这笔钱。

同时，还存在着媒体及慈
善平台对其经历进行夸张表述
的情况。有媒体报道她“每月
只有300元低保、早餐不吃、中
餐晚餐吃馒头，或者糟辣椒拌
饭持续5年、几乎每天花2元”，
9958 紧急救助中心在筹款平

台上也发布“吴花燕 4 岁后父
母相继去世，2017 年奶奶去
世”。这些描述，并非完全准确
和真实，也未经吴花燕核实。

种 种 疑 团 ，令 人 眼 花 缭
乱。在一些机构眼中，吴花燕
似乎不再是命运不幸的个体，
而是可供利用的“资源”。网络
募捐自然有其必要性，这为众
多无从接触慈善资源的个体提
供了渠道，但不规范的慈善机
制，短期后果是欺骗捐赠者、机
构人员自肥，长远来看就是消
解社会信任。

这种社会信任难以量化衡
量，但确实会带来社会成本的
提升。而社会信任侵蚀到何种
程度，或许每个人心中都自有

估量。网络慈善如若缺乏规
范，真像吴花燕事件中爆料的
那样，有机构擅自筹款、拨款不
到位、去世后依旧募捐等，久而
久之，人们看待网络慈善，会否
也变成“不是个骗子吧”？看似
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也可能
被消解成一种“骗术”套路，届
时，穷困者无力、有力者无奈，
人心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捐给吴花燕的大量善款，
印证了善良并不匮乏。但人
心，必须靠机制维系，经不起坏
机制长时间的磨损。规范网络
慈善，巩固社会信任，就该从个
案开始，就该把捐给吴燕花的
善款讲清楚、找出来、还回去。

（相关报道见今天A10版）

捐给吴花燕的善款去哪儿了？
应借该案对网络慈善来一次清查

□莫一尘

近日，安徽亳州一男子因违章停
车被贴罚单后，在朋友圈吐槽“奶奶
的腿，接个小孩停十分钟一百”，结果
被行政拘留。1月13日，@亳州公安
在线 通报称，已组织督察、法制部门
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成联合调查组，
对该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成立联合调查组，是对舆情的回
应动作，也表明当地将对此事的合法
合理性梳理提上了日程。回看此事，
有些地方确实值得置于法律框架下
解析。

警察执法的权威不容挑衅是社
会共识，也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警察
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人民警察法》
规定，公然侮辱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
警察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最高
法、最高检、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的

《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
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对袭警情节
轻微或者辱骂民警，尚不构成犯罪，
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依
法从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问题在于，“奶奶的腿”有没有构
成对警察执法权威的挑衅？或者，有

没有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公然侮辱正
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或者“辱骂
民警”的地步？这一点要厘清。

毫无疑问，“奶奶的腿”不是文明
词汇，在不少地方确有“骂人”的意
思，但还有一些地方则理解为“牢
骚”，因此要确定该男子的发言是否
属于“辱骂”，须结合具体场景来判断
违法性的构成，这应该也是目前联合
调查组对此全面调查的重要内容。

退一步讲，是不是对该男子采取
行政拘留，就维护了警方执法权威？
这也是本案引发争议的主要焦点所
在——如果这样就动辄得咎，执法权
威未免有些脆弱。

于法理上，权威当是建立在正当
性、合理性、必要性基础上的服从。
其中，必要性是其重要原则。通俗
说，无论是刑事惩罚还是行政处罚，
都非万能。作为人类社会的行为规
范和制裁措施，刑罚（或者处罚）不是
唯一选项，更不是第一选项，它只有
在所有其他社会规范和制裁手段用
尽之后仍不足以保护法益时才有必
要予以适用。

因此，权力有必要保持谦抑。互
联网时代，网友素质高低各异，对某

件事情的看法和接受程度也不同，过
分强调千篇一律几无可能。如无更
多证据印证，过于苛刻地将“奶奶的
腿”定性为“辱骂”的话，舆论场中的
恶性拉锯战将是对权威的最大伤害。

德国社会科学家韦伯提出，人类
社会的权威有超人型、传统型和法理
型三种。在强调法治的今天，法理型
权威尤为重要。这种权威建立在正
式制定的规则和法令的正当性基础
之上，公众之所以服从法规，是因为
他们相信法律和规章制度是正当的
和合理的。相应地，我国行政处罚法
也将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作为基
本原则，强调纠正违法行为的手段必
须适当，遵循处罚法定原则。

当然，在具体实践当中，要求基
层执法者任何时刻都保持全知和谦
抑状态，也未尝不是苛责。关键在
于，对于类似争议，双方能否引入裁
判作出公正评价，以此而言，当地根
据舆情反馈及时组织全面调查，也是
执法体系内部纠错能力的体现。

总而言之，“法律不理会琐细之
事”，而执法的公信力体现在对违法
行为的依法处理上，这无疑需要更多
谨慎。

吐槽“奶奶的腿”被拘：执法既要权威也要谦抑

□龙之朱

“小草绿了，迎春花开了，
春天来了。”你能想象得到这
样的小学生作文，会出现在金
融领域的一本核心期刊里？
近日，一则核心期刊《银行家》
主编发表 10 岁儿子散文的新
闻，引发舆论关注。

据 媒 体 报 道 ，有 学 者 发
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
所原党委书记王松奇，长期在
其担任主编的《银行家》杂志
开设“父子集”专栏，刊发自己
的书法和儿子王某某的文章，
至今已有数十篇，而王某某
2006 年首次在《银行家》发表
散文和诗歌时年仅 10 岁。对
此，《银行家》杂志工作人员向
记者表示，杂志方面“正在处
理”此事。

而涉事主编则回应称“所
有的稿件都有专门的团队策
划、审稿”，发表其儿子文章的
栏目为《文化休闲》栏目，其定
位就是刊登各种诗歌、书法、
绘画、回忆录等作品。他认为
刊登自己的书法作品和孩子
的文章“没有问题”。

从其回应来看，刊登其儿
子文章的应该属于《银行家》
其中的一则栏目《文化休闲》，
类似于报纸、杂志的副刊。现
实中，即便一些专业性较高的
期刊为了丰富自身的内容，吸
引读者，增强可读性，开办类
似的栏目也在情理之中。

但王主编在自家杂志上
发表自己儿子的散文和诗歌，
真的就站得住脚吗？不然。

虽然王松奇振振有词回
应称“所有的稿件都有专门的
团队策划、审稿”，但在杂志社
主编大力吹嘘自己儿子“文笔
清纯生动，风格华丽隽永，像
是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文化
休闲》栏目”的语境下，涉事杂
志在审稿的过程中，真的能做
到公平、公正吗？《银行家》杂
志内部是怎样的一种内审机
制？究竟是什么人在审？真

的没人提出异议？
这一系列问题显然让人

忧虑。说到底，当主编们拥有
开栏、发稿的权力，并不受内
部制约时，所谓的策划、审稿
就是一个笑话。

人都有舐犊之情，无条件
地疼爱自己的儿子，是天性，
也是值得尊重的情感选择，但
人爱其子与强求别人亦爱其
子，并不是一回事，更不是以
爱子之情强占核心期刊版面
的借口。

从公开信息来看，《银行
家》是山西省社科院主管、被
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核
心期刊目录的专业刊物，宣
称“以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
与发展为己任，密切关注中
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进
程”。

报道中也谈到，不少业内
人士纷纷吐槽，认为“核心期
刊 就 应 该 有 核 心 期 刊 的 样
子”，但这些声音既传不出去，
更影响不了王主编的办刊思
路，仅仅是私下嘀咕而已。

而此事多年平安无事，却
在“师娘优美事件”中被揭露
出来，搭了舆论的便车，这也
表明，涉事期刊审稿不仅内审
机制失灵，外部舆论、业界意
见也失灵了。

事实上，王松奇并非意识
不到自己行为的不妥，他也曾
自省：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
表自己儿子的作品算不算是

“以权谋私”？如果他能够循
着这个思路深刻检讨，相信会
回到起码的理性。遗憾的是，
他居然找到了一个堂皇的借
口：举贤不避亲。

核心期刊因其稀缺性而
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属于公
共资源，任何人——即便是主
编，也应该有所敬畏，知道进
退，不要胡乱贩卖私货，拎着
儿子的脖领子强迫别人也喜
欢他的“清新”。“举贤不避亲”
不是徇私自肥的遮羞布。

（相关报道见今天A10版）

核心期刊成主编父子自留地
举贤不避亲还是徇私自肥？

网络募捐
自然有其必要
性，这为众多无
从接触慈善资
源的个体提供
了渠道，但不规
范的慈善机制，
短期后果是欺
骗捐赠者、机构
人员自肥，长远
来看就是消解
社会信任。

过于苛刻地将网友言论上纲上线，舆论场中的恶性拉锯战就将成为对执法权威的最大伤害。

人都有舐犊之情，无条件地疼爱自己的儿子，是天性，也
是值得尊重的情感选择，但人爱其子与强求别人亦爱其子，并
不是一回事，更不是以爱子之情强占核心期刊版面的借口。

春运期间，大
量乘客选择道路客
运返乡。近日，记
者在江苏、浙江、安
徽多地调查发现，
部分正规车站内的
长途汽车上乘客稀
少、冷冷清清，而站
外揽客的“黑长途”
大巴车上却人头攒
动、红红火火。

这些“黑长途”
如何运营？存在哪
些重大安全隐患？
监管有何难点、如
何跟上？如不能严
管“黑长途”，旅客
平安出行将失去保
障。 新华社发

“黑大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