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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评

核心提示

身患白血病却8年坚守岗位，面对儿子智
障却16年笑对人生，他就是尹应哲——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的一名审判员。在尹应哲
16年的法官生涯中，共办理案件863件，无一被
发还重审或是改判，更无一引发当事人上访。

“尹应哲的事迹很令人感动。他的‘明如
镜、坚如刚、廉如水’的信条应该成为所有法官
的职业信念和操守。作为基层法院一线法官，
我们学习尹应哲就应像他那样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就要学习他牢记宗
旨、执法为民的精神，学习他爱岗敬业、锐意进
取的品格；学习他不计得失、任劳任怨的情操；
学习他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本色。”近日，得
知尹应哲的事迹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立勇做出批示。

带着一份感动，带着一份敬佩，7月初，本报
记者前往南阳，走进法官尹应哲的工作、生活中。

从“门外汉”到“专业人士”

7 月 7 日上午，在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一法庭上，记者见到了45岁的尹应哲。稀疏的
头发、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是记者对他的第一
印象。庭审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这个被同事们

喻为“钢人”的尹应哲。
“我是一名‘门外汉’转行来的。”讲起自己

的经历，尹应哲幽默地这样比喻。原来，他毕
业于郑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南阳市
粮食局，曾任办公室副主任。1994 年，南阳市
法检两院增编补员，尹应哲放弃了前途似锦的
工作，通过考试转行成为一名法官。

“我认为，法官手中的天平，可以实实在在
让社会公平得到体现。”尹应哲告诉记者说，这
是他转行的直接原因。功夫不负有心人，半路
学法的尹应哲十分刻苦、勤于钻研，终于在首
次国家司法考试中，他考了个全省第二名、全
市第一名。

“应哲读完几十部法律专著，笔记摞在一
起有一米多高。”据了解，尹应哲到法院工作
后，为了能够尽快胜任审判工作，他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经常夜晚加班苦读，仅用两年半时
间，他就读完了法律本科全部课程，并顺利通
过各科考试，获得了法律本科毕业证书。“每当
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应哲总是全院法官中
最先熟练掌握的。”提起尹应哲的业务，同事们
总是禁不住伸出大拇指夸赞一番。

笑对人生 抗争病魔

1994 年，尹应哲终于当了父亲。然而，天

有不测风云。当他抱着儿子子航对未来的美
好生活充满憧憬时，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出
生不足40天的子航因患感冒找医生诊治时，却
不幸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伴智力障碍。

“看着孩子口唇青紫，我们的心都快碎
了！”初为父母的尹应哲和妻子李玉霞，四处抱
着孩子求医诊治。就在子航三岁半时，北京一
家医院为孩子成功做了心脏手术。看着子航
一天天健康起来，尹应哲夫妇俩多年阴霾的心
情终于放晴了。“子航第一次跟着应哲读诗时，
应哲激动得泪流满面……”陷在回忆中的李玉
霞眼睛湿润了，她告诉记者说，他们的生活虽
苦犹甜。

好景不长。2002年夏天，长时间做庭审理
案件的尹应哲臀部出现了大块的紫癜，开始他
并没有在意，直到后来去医院拔牙后血流不
止，经检查发现得的竟是白血病。面对生活的
再次考验，尹应哲和妻子默默地与命运之神抗
争着。在一些常规的治疗外，尹应哲隐瞒着病
情，每天照常上班、工作。

“妻子很坚强！”尹应哲告诉记者，他得知自
己患白血病时，非常无助和绝望，但一想到智力
不健全的儿子和坚强的妻子，他便坚持了下
来。他得病后除了工作和接受常规治疗外，查
阅了大量的关于白血病的医书，他开玩笑说自
己对白血病的了解差不多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医
生。而随着对白血病了解的深入，他的心态也
开始转变了，也不再避讳谈自己得病的事情。

“即使在和病魔作斗争时，应哲也没放弃学
习。”李玉霞告诉记者说，2002年那个寒冷的冬
天，尹应哲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他一生中最
艰难的日子。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住严重的化
疗反应，默默地与病魔抗争，而更让人感动的
是，在他的枕头旁边总放着一摞法律书籍。

患病8年办案347件

据介绍，尹应哲患病后的 8 年里，共办理
各类案件347件，2009年办案数量居全庭第二，
2010年前两个季度办案数量更是达到了全院第
一。其制作的判决书先后多次被评为南阳全法
院系统优秀法律文书。“应哲的法律文书写得很
长、很细，尤其是评理部分写得非常好，也很少
被改动，在全院法官当中颇受好评。”

尹应哲从不把自己当做一个重症病人，而
是像其他同志一样办案。去年夏天，他配合庭
里的审判员宋汉庭到镇平县高丘镇解决山林林
权纠纷，山高路陡，宋汉庭劝他不要上山。尹应
哲说：“按要求勘察现场必须两人以上，我不上

山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小心一点就是了！”说完
带头向山上爬去，一直到下午3点多才从山上下
来。宋汉庭说：“我下山后身体发虚，当时真担
心应哲受不了，没想到他硬是坚持了下来！”

李新现是南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因
为一件诉讼案件结识了尹应哲。李新现说，当
时审理公司案件时，尹应哲是主审法官，受公
司委托，给尹应哲送了 2000元的购物券，但尹
应哲婉言谢绝了。“我这辈子佩服的人不多，尹
法官是其中一个！”每次提起尹应哲时，李总伸
出大拇指称赞。

“应哲办案，我们放心！”

“两次岗位竞争失败，他还是一如既往的
热爱审判事业。”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周春
合与尹应哲同一办公室。他说，应哲对待工作
非常敬业，虽然身体不好，又在中层竞争中两
次失败，但他并不因此在工作中放松对自己的
要求。他曾 4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被评为

“人民满意的好法官”。
“我们从来没和他吃过一顿饭，也没有和

他在庭下讨论过一次案情。”河南南阳大卫律
师事务所主任毕献星与尹应哲打交道长达 16
年，他说，16年交往，他从来没有和尹应哲在酒
桌上吃过饭，当事人要请尹应哲吃饭，但都被
尹拒绝了。“尹应哲办案让人放心，有时候即使
输了，也让人心服口服。”正是这样，南阳市的
律师们才有了一句“尹应哲办案，我们放心”的
评价，尹应哲也被他们视为不食人间烟火。

尹 应 哲 对 各
方的“不食人间烟
火”，使他和家人也
受到了恐吓威胁。
之前，在受理一个
案子时，一方当事
人 通 过 关 系 找 到
他，要他在判决中
倾向自己一方，并
许以重诺，但他却
没有理会。事后尹
应哲便接二连三的
收到恐吓信，说买
不到你的人，但能
买到你的命。而尹
应哲回复对方说，
自己是个患绝症的
人，死对他也只是
个 时 间 的 长 短 而

已，恐吓也便不了了之。

“我希望我是倒在法官的案头上”

“我最大的愿望是，让儿子去读一所好学
校！”尹应哲不担心自己的病情，但却最放心不
下他的儿子。他说，他一直都在注重培养儿子
的生活能力，现在儿子已经上学了，上学、放学
已不需要自己和妻子接送。尹应哲说他有个
梦想就是送儿子去到一所专门的残疾人学校
就读，但不菲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

“我对不住玉霞，没能让她过上好日子！”
提起妻子李玉霞，尹应哲有些愧疚。他说，儿
子刚做完心脏手术时，一天晚上发高烧，而他
又下乡办案了，无奈妻子只好求助自己的同
事，才将儿子送到了医院治疗。“如果有来世，
我一定好好补偿她！”

据了解，尹应哲也试过骨髓配型，但四个
姐妹中没有一个符合的，而要配型做手术的费
用就要60多万，他便放弃了继续寻找符合的骨
髓。尹应哲说他现在在心理上已经突破了，心
情也豁朗了，也不再忌讳谈病情了。他说可能
是心情的原因，他现在结案率和调解率都很
高，他个人也很高兴。

3天的采访结束了，我们看到了“钢人”最
脆弱、也最坚强的一面。尽管生活不尽如人
意，但尹应哲始终保持那颗‘笑对人生’的态度
应对着。他说，审判事业是我人生的梦想，也
是我人生的一种动力，如果哪天他不行了，希
望是倒在法官的案头上。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为公务员岗位争得头破血
流的今天，浙江义乌市却出现部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
农村，愿意回村里“当农民”的怪现象。

公务员“转基因”成为“伪农民”，在城乡二元壁垒
未破、城市户口仍盘附诸多红利的当下，难免让人诧
异，而只要知晓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诧异之后便是莫
名的慨叹。原来，义乌农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
们除获得宅基地、盖房子外，还可以拿征地补偿费，并
每年从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等经营收入中获得分
红。利字当头，熙攘成市，农民有利可图，“伪农民”便
应运而生，如过江之鲫。

端着让人眼热的“铁饭碗”，享受公务员的优厚待
遇，还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连农民碗里的肉末也不放
过，不惜弄虚作假，蒙混过关，分一杯羹。利欲熏心，罔
顾义理，这帮“伪农民”之行岂能用一个“丑”字形容？

经过多年沿袭、固化，“以权谋×”业已成一道屡
见不鲜的代数式。“×”可以是金银、钞票、古董、文物、
美色、房子、职位、分数、学位、文凭、户口……在“×”的
无限变项中，唯一被考量的便是价值、利益，只要有利
可图，某些擅权者就张开天网，把利益扫入囊中，成为
权力红利。

剖析义乌“伪农民”现象，户籍制度成众矢之的。依
附在户口之上的利益固然是重要诱因，只是如果把剥离
农村户口背后的利益作为医治“伪农民”这种丑陋现象的
灵药，未免失之天真。可以说，只要公权管束乏力的现状
依然，利益输送便无孔不入，扬汤止沸，无济于事。

当代政治与行政管理学把行政人视作追求个人
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并通过把他们的行政
行为纳入经济学视野。任何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
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益，行
政人的利益图谱包括权力、荣誉、地位、金钱等。公权
有天然的扩张冲动，公权的拥有者无时无刻不在追求
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的“怪
兽”冲出护栏，失去约束，横冲直撞。时下普遍存在的
权力寻租，手段变目的；权力扩张，职权变特权；利益错
位，“公仆”变“主人”……莫不与此相关。

用经济学手段治理，对违规违法的行政人进行严
格的利益惩戒，当为公权管治的可行之选。譬如对行
政人的腐败采取“零容忍”，一旦被发现，除了必须吐出
黑钱之外，还将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原先作为公务员
所能享受的诸多优厚待遇，如高薪、高福利、稳定的工
作以及退休金等都将化为乌有。甚至被绳之以法，让
违法的行政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理论知易行难，实效差强人意，违规程度与处罚
失衡现象仍比较严重，这又反过来成为公权越轨的诱
因，使得“违法乱纪——从轻处罚——再违法乱纪”成
为反复循环。义乌市的200多名“伪农民”，亦只不过
是被当地纪检委、组织部等部门要求从农村迁出户口、
办理农转非、退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已。这
样的处理何来震慑力？ 洪梅

臃肿的机构
能实现行政高效吗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除了“一把手”，

还有11个副主任、6个副巡视员、1名机关党委书记、2
名担任下属中心主任的党组成员，形成1正20副的庞
大领导机构。而记者调查发现，庞大的领导机构不仅
此一家，市文体旅游局全部领导数量达到15人，其中9
个为副局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与局长各一人，
副局长7人，副巡视员3人；其他31个机构改革后的市
级政府部门里的副职人数都达到十余人。（《南方都市
报》7月13日）

虽然大部制改革不以减少领导和人员为根本目
的，但是，谁都明白，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直是我国
行政机构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曾有高层领导在答中
外记者问时曾表示，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
吃光了。机构臃肿，领导干部多不但是具体表现，还是
重要原因──领导干部多，为其服务人员就多，其要安
排的人就多。要提高行政效率，就必须改掉这一积
弊。臃肿、庞大的领导班子，如何能从根本上提高机构
效率？

领导干部超过实际需要，是增加行政成本的重要
原因。在一定的职位，就要享受一定的待遇。要配备
一套服务人员，秘书、司机、相关文员不能少，有些领导
不甘于闲差，还得专门给他“生”点事做，为人配机构的
事，在时下的中国并非没有。公车不能少，从省到县的
各级领导干部都需配备专车，甚至还攀比奢华。越是
闲的领导，考察就越有需要。一些领导干部出国考察
的费用，足以在西部建一所村小学。要有相应的办公
室，面积一定要达到级别标准，甚至还需要住房，时下
很多地方机关变相搞福利房，领导的面积总是最大的，
标准是最高的。而且，只要是领导，不管是否管实事，
其到下级机关，接待规格是不能打马虎眼的。我国的

“三公”消费居高不下，领导多，无疑是有关系的，中央
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就曾痛心地评价：一个省几十个
省级干部，几百甚至上千的厅级干部，一县四五十个县
级干部，让社会不堪重负。

成本增加，但不见得办的事就多，就快，很多时候
结果恰恰相反。研究表明，组织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管
理的人越多，信息沟通越迟缓，信息失真的可能性越
大。领导太多，难免职责交叉和重叠，增加工作协调难
度，如果碰上有人争权力，抢资源，那矛盾就少不了，结
果只能是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很多时间和精力都在请
示中浪费了。

行政效率低下被认为是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的一大
“拦路虎”，大部制改革到位，将从根本上奠定高效行政
的基础，形成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行政机制，对于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深远。但这样的改革，困难是可想
而知的，涉及众多的利益调整，必然会遇到阻力。“1正
20副”的现状，很让人悲观。作为改革试点，深圳理应
为其他地方的改革提供标杆和经验，试点不彻底，能保
证其后的改革不流于形式吗？

谢昱航

“不闯红灯奖”是一种谬赏
近日，石家庄市公安交管部门决

定出资 10 万元，在 7 月 10 日~7 月 21
日期间，对当天搜索开始后在各路口
寻找到的“第一位不闯红灯的行人”、

“第一位不闯红灯的非机动车骑乘人”
进行现场奖励，每人一次奖励现金
500 元，以此激发广大市民守法出行
的积极性。（7月12日《中广网》）

众所周知，法律只有“闯红灯处
罚”的规定，并没有“不闯红灯发奖”的
规定。一些地方前不久曾出台“乱闯

红灯，罚款 500”的处罚规定，被指是
一种“滥罚”行为。现在，“不闯红灯奖
500”或是一种“谬赏”行为。

当然，作为一项“整治活动”，此
举有没有教育激励作用不好说，但至
少可以制造一些新闻效应。可是，一
旦“活动”过后，没有了奖金的“刺激”，
不知道大家还有遵守交通规则的那份

“热情”吗？
守法本是一个公民的基本准则，

遵守交通规则应是每个公民的自觉行

为。不闯红灯，这是连小学生都能做
到的交通规则。如果连这种行为底线
都要靠发奖金来维系的话，那么，不损
坏公物、不随地吐痰、不酒后驾车，等
等，是不是也要发奖金？

引导公民守法是政府应尽的责
任和义务。应该说“不闯红灯奖”的初
衷是好的，但是，做法则值得商榷。“不
闯红灯奖”不仅贬低了公民的文明意
识和守法行为，也折损了法律应有的
尊严。 继 彦

官腔主任的冤情值得同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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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和行动托起法律天平
——记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尹应哲

本报记者 王晋晋 通讯员 袁荷刚 王海青 文/图

被呼为“官腔主任”的江西省防汛
办副主任平其俊近日表示：“我的专业
是技术，平时认真做事。我是什么样
的人，大家都知道。得到这个骂名，我
心里觉得有点冤。”(7月13日《中国经
济周刊》)

平主任真的冤枉吗？从平主任的
极力辩解中，我们能够获取一个信息，
那就是：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当时群
众最需要的是专业的汛情信息以及权
威的逃生指导，而非领导指示。也就
是说，平主任当选“官腔主任”并不冤
枉。

试想一下，在那种生死一线间的
时候，领导的指示能堵住决口吗？能

让群众突然从危险地带腾空飞到安
全地方吗？亦或是为了区分自己并
非是一个善于打官腔的老油条，平
主任一再强调自己是搞技术的。其
实，这种辩解要远比说官话更要命，
因为作为一名技术干部，在防汛最
关键时刻，就应该展示出其在防汛
方面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可是我们
丝毫没有从那短短 3 分钟的连线里，
听到他的技术分析，反倒是体会了
他像春节联欢晚会念贺词一样，滔
滔不绝地向全国人民汇报当地领导
的关怀和指示的功底，平主任是不
是有渎职之嫌呢？

有句台词说的好：“这个世界上没

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
恨”，号称自己是技术干部的平主任需
要的不是到处喊冤，而是应该反思，为
什么自己技术干部的身份和特色，只
能通过类似王婆卖瓜之类的自夸才被
人了解。这让我很怀疑平主任的技术
干部身份以及那句“认真做事”的真实
性。

之所以说平主任被骂不冤，因为
他犯了舍本逐末的错误。一个人只有
在什么位置吆喝什么才能完全显示个
人价值，“样样通，样样松”永远成不了
权威，反倒会因为带着邯郸学步的色
彩而令人贻笑大方。

傅万夫

漫画：工余生活












  漫画：信用卡“批发时代”

王泽培王泽培 作作 中中 国国 作作

尹应哲在工作中尹应哲在工作中

尹应哲在接受记者采访尹应哲在接受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