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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缓刑被滥用
司法解释须补位
“醉驾入刑”实施1周年以来，成效有目共睹。

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全国警方1年来共查处醉
驾案件36.8万起，同比下降四成，北京、上海两座一
线城市的醉驾下降幅度则高达七成。应当说这1
年来，民众自觉抵制酒驾的意识明显增强，“开车不
饮酒，饮酒不开车”的观念也成了社会共识。

“醉驾入刑”的成效为何如此显著？民意的认
同是一大社会基础，而更重要的则是“醉驾入刑”
的执法力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性，从而大
大增加了其法律威慑力。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上，
法院普遍采取了整体从严的做法，对于那些醉驾
发生交通事故的、醉驾后逃逸的、醉酒程度高的，
基本上都是从严量刑。鉴于“醉驾入刑”的执行力
和威慑力，现在一提到解决久治不愈的社会顽疾，
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拿出“醉驾入刑”的力度，
足可见其社会影响力。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1年来，“醉驾入刑”实施
中所暴露出的“量刑不一”问题也相当突出，特别
是醉驾缓刑的案例越来越多。有统计数据表明，
北京在判决醉驾的案件中，实刑率达99%，然而安
徽、重庆、云南适用缓刑比例却超过40%，部分城
市比例更是高达73%，比如说在安徽省合肥市庐
阳区检察院去年5月到今年2月办理的已判决的
25起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

当然，这并不是说醉驾就应“一刀切”地一律
不得缓刑。刑事案件审判本身就有“宽严相济”的
原则，对那些情节确实轻微的可以适当判处缓刑。
但类似合肥市庐阳区25起醉驾案件均被判缓刑无
疑很值得追问。而且同样的醉驾行为，在不同的地
方，存在着明显的量刑差异，这不但有损司法审判
的统一性，更严重的是会大大削弱“醉驾入刑”的威
慑力，进而给公众传递一种不好的信号：司法对“醉
驾入刑”是否有从宽的趋势？而一旦“醉驾入刑”失
去其曾经的威慑力，醉驾也必将会大幅反弹。

而且一旦“醉驾缓刑”被普遍适用，那么在以
后的判决中，会不会给那些有权有钱的醉驾者留
下可操作的空间，从而留下“选择性执法”的后
患？这样的质疑似乎也不为过分。法律的威慑不
仅来自于刑罚的严厉，更来自于刑罚的不可避
免。有罚不严，威慑力不够；有罪不罚，威慑力自
会大减。“醉驾入刑”出台之前，公安机关对醉驾尚
处以15天的治安拘留，倘若现在大肆适用缓刑，
岂不是对初衷大打折扣？

因而，为了防范“醉驾缓刑”所带来的醉驾反弹，
同时也是为了规范、统一“量刑不一”的司法判决，最
高法理应及时出台醉驾案件审理的相关司法解释，
细化法律的操作规范，辨明醉驾案件“罪”与“非罪”
的模糊地带。尤其需要厘清的是：究竟哪些轻微醉
驾才可以适用缓刑？以此来堵上缓刑过甚的口子。

法律执法不严的问题已经饱受公众诟病，现
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执法相对严厉的“醉驾入
刑”，千万不要因醉驾缓刑的逐步增多而“前功尽
弃”。至少在当下来说，醉驾从严判实刑而不是缓
刑，更符合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原则。 天 则

从首例“醉驾入刑”案件至今，“醉驾入
刑”已实施1周年。但各地法院对于醉驾判
案也“宽严”不一，个别法院适用缓刑过多，
导致法律失去威慑。据了解，最高法正在调
研醉驾案件，酝酿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谁来捍卫
“舌尖上的酱油”

日前，佛山一家年产酱油 8 万多
箱的某大型调味公司，被发现使用容
易致癌的工业盐水代替食用盐。该企
业负责人承认，公司在明知工业盐水
为非食用物质的情况下，仍用工业盐
水作为酱油原料。

近日，一部有唯美主义倾向的写
“食”主义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央
视热播，引得无数食客食指大动。第三
集介绍安昌酱料时提到，“‘中国的酱’，
在人类的发酵史上独树一帜，数千年
间，它成就了中国人餐桌上味道的基础
……”从洋溢着农耕时代美食的古典意
蕴中醒觉，现实却是如此之不堪。

工业盐与食用盐主要成分无异，
但前者含有大量的杂质，最危险的杂
质是亚硝酸盐。一般而言，人体只要
摄入 0.2 克～0.5 克的亚硝酸盐，就会
引起中毒，摄入 3 克就可致人死亡。
由于公众日常的摄入量并不大，用工
业盐酿造酱油的风险也许未必非常显
著与即时，但本可避免的食品安全风
险，为什么一定要让其发生？这是公
众不理解，想追问的。

与过往那些食品安全事件不同的
是，今次被举报的不是小型的“山寨

厂”，而是大型的调味公司，其生产的
酱油贴着某家知名企业的牌子在大小
超市上售卖。大企业尚且如此，小企
业岂非更甚？公众有理由怀疑，用便
宜的工业盐作为酱油原料早已是行业
潜规则。据报道，工业盐与食用盐的
价格相差不过1.5倍，企业为了省下这
点成本，便置食品安全、公众健康于不
顾，视产品声誉、企业前途如粪土，实
在不可思议，不可接受。

不法之徒在“造酱油”，监管部门
在“打酱油”，于是“化学酱油”、“毛发
酱油”后，又闹“工业盐酱油”。每一次
食品安全问题被媒体曝光，监管部门
就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口诛笔
伐。说句公道话，就目前的食品安全
监管人员、技术、成本、制度等水平，要
对数量庞大、高度分散的食品生产企
业做到百分之百的事前监管、达到“治
未病”效果是不现实的。乾坤扭转，也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就目前的混
沌状态，可行且必行的是强化事后惩
戒，严刑重罚伺候那些明知故犯、见利
忘义的不安全食品生产者。

如能做到，像某些国家一样，企业
明知故犯，触碰食品安全“红线”，企业

必遭天价赔偿、罚款，罚到倾家荡产；
个人在食品中掺假、掺毒，个人被判重
刑(在美国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以
身试法者必将减少，食品安全必将改
观。遗憾的是，刑事与经济处罚，我们
两手都不够硬。先说刑律，此有一
例。本月23日，江苏常熟判决的首例

“地沟油案”，主犯才获刑3年。这种
刑罚很难称得上“罚当其罪”，更看不
到“重典治乱”的意思。

经济惩罚更是象征性，《食品安全
法》规定“10 倍价款”，也就是说你买
一瓶5元的“问题酱油”，最多能获得
企业 50 元的赔偿。这种惩罚不但未
能抚慰消费者“受伤的心灵”，对生产
者更是九牛身上拔一毛。对此，有论
者建议引入“惩罚性赔偿”，让不法企
业赔偿受害者正常损失之外，还要支
付远远超出实际损失的额外赔偿，大
大提高违法成本。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强调，食
品安全问题上也要向治理“酒驾”学
习，对肇事者严惩不贷。是的，如能像
治“酒驾”，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严惩不
贷、以儆效尤，相信食品安全颓势是可
以止住的。 军 晓

“热立法”
如何避免“冷执行”

从“条例”(1960年7月1日制定的《防暑降
温措施暂行条例》)、“通知”( 2007年由卫生部等
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
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到“办法”，高温立法工作
足足走过半个世纪多，当年“条例”的见证者如
今亦垂垂老矣。

体面劳动是把人当人而非工具的一个维
度，而在能把鸡蛋“煎”熟的高温下劳动，挥汗如
雨，中暑甚至活活被热死，无论如何也算不上

“体面”。因此，高温立法为在高温下工作的一
线工人撑开一把法律的“遮阳伞”，进步意义毋
庸置疑。我们也注意到，较之过往的一些法律
法规，这个“办法”不胜繁琐，设了许多“硬杠
杠”，比如“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
当日室外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
40℃以下时，劳动者室外作业时间不得超过 5
小时，并在12时至15时不得安排室外作业”等，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可执行度。

一个基于过往司法实践而导出的疑问是：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保障度有多高？“热
立法”会不会遭遇“冷执行”？可以观照的实例信
手拈来，如加班工资，法律规定劳动者节假日加
班可获“双薪”乃至“三薪”，结果多半沦为“画
饼”，如愿以偿者少之又少。因此，有人戏称节假
日加班工资是“要不起的权利”。回头再看这个

“办法”，可降解程度甚高，被钻空的风险极大，一
不小心或将重蹈“加班工资”覆辙。

温度认定本是技术细节，可在我国的气象实
践中，它仍是一个争议颇大的话题。气象预报的
标准温度与公众实际感知间存在较大差异，“被清
凉”的背后公众质疑“气象政治化”。高温立法之
后，气象预报肩上的“政治任务”更重，背离真实的
危险性亦就更大。说到高温津贴，增加用人单位
成本的举措，遭遇抵御是必然的。在劳动者工资
都拿不到，“欠薪”仍是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大背
景下，提高温津贴是不是有点奢侈呢？

至于“中暑可视为工伤”之规定，要从纸面
落入现实，对于绝大多数一线劳动者来说荆棘
载途，困难重重。有律师指出，中暑要认定为工
伤，需要跑近15道程序，如果企业不认可，提出
复议，程序更复杂、耗时更多，没有四五年办不下
来。“叔可忍，婶不能忍”，试问有多少劳动者经得
起这般折腾？这种权利“伤不起”，也“要不起”。

劳动者的权益“虚无化”，归根结底在于劳
动者“原子化”，不足以与用人单位博弈。在卑
微的生存与高蹈的权利之间，选择前者是一种
理性行为，无可奈何。要让劳动者应该享受的
权利不打折扣，除了要有法可依，还要让劳动者
的腰杆粗起来，有足够的议价能力，迫使用人单
位不敢“贪污”法律法规。处于“原子化”的个人
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只有凝聚成“分子”、“聚合
物”，与对方讨价还价。实践证明，工会组织对
维护劳动者权益、避免双方矛盾冲突激化、维护
和谐劳动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 练洪洋

国产乳粉质量
历史最好乃自说自话

“国产乳粉质量系历史最好”，这话出自中国
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之口。身为乳协负
责人，与乳制品企业存在利益勾连，换言之，乳协
是乳制品企业的利益代言人，说乳品质量历史最
好就是自说自话。“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说
自己的乳品好，能有多大可信度？为了打消公众
疑虑，奶协负责人应以事实说话，应拿出更真诚的
措施取信于民。

国产乳品质量历史最好，其实挺值得推敲。
2010年4月，人们千呼万唤的乳业新国标正式颁
布，但年近八旬的原国家乳制品订标组副组长曾寿
瀛惊诧且愤怒，“这简直是一夜退回25年前”。标
准后退了，即便再严格依照该标准生产奶粉，也不
能得出国产乳品质量历史最好的结论。试问，乳协
负责人给自己的下一代喝国产奶粉还是洋奶粉？

即便国产乳品质量历史最好属实，也该问一
问我国的乳品与发达国家的乳品有无差距。据报
道，在丹麦，在新西兰，在几乎所有的乳业大国，生
乳蛋白质含量标准都至少在3.0以上，而菌落总数，
美国、欧盟是10万，丹麦是3万，更是严至中国的数
十倍。如果我们历史最好的国产乳品质量，仍然无
法达到国外发达国家的普通乳品质量，这样的“历
史最好”有何意义？自然不值得激动和自吹自擂。
因此，乳品质量不仅要纵向比，更要横向比。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标准制定得越高，乳品质量才可能越有保证，在高
标准基础之上的乳品质量才有意义。

乳协负责人之所以鼓吹国产乳品质量历史最
好，其意很直接，就是呼吁“消费者可以放心购
买”，其背景是“中国乳业信用濒临崩溃”，国产奶
粉销路不畅。问题是，消费者怎么放得了心？说
得好听，不如做得好看。日前，龙永图表示，精英
都愿到中国留学这才叫影响力，同样的道理是，连
外国人都来买中国奶粉才能说国产奶粉质量过
硬，如果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号召力，说什么也是白
搭，因此，中国乳业该刮骨疗伤，才可能重塑国人
的信心。 王石川

马路上的危险
何时能消除

城市马路上的危险真让人提心吊胆。虽然
这些只是个案，正如“热水坑”烫死人后，有关方
面负责人辩解说，供热管网绝大部分是安全的，
类似“热水坑”的隐患只是个别。可问题是，这
样的个别和大多数的比例划分，只有统计学上
的意义，对于不幸撞上的人，“个别”的隐患对他
们而言就是“全部”生命的代价。

实际上，“个别”并不意味着没有代表性和
普遍性，以线杆拉线为例，它之所以会夺人性命
原因有二，一是拉线上没有防撞反光警示标志，
二是现场路灯被树木遮挡，光线较暗。

而这两个问题显然不是孤例，细心的人随便
到城市大街上数数，不难发现这种挡在人行道上、
没穿反光服的线杆拉线，如果再细心点，可能会发
现有的线杆拉线还有着锐利的钢丝断头，毫无包
裹地裸露着，碰上就能让人皮开肉绽。至于树木
遮挡路灯，人行道光线暗淡，更是城市道路中的普
遍现象。这样的小细节，看起来都不起眼，可是，
它们可能都暗藏着难以预估的凶险。

遗憾的是，因公共设施设计和管理的失误，
导致民众在马路殒命，相关部门往往当成偶然事
件处理。而且，出了事故之后，即使涉及后续赔
偿，往往也是“公家”掏钱，对具体官员问责力度不
足。这也导致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建立
长效的防患于未然的机制。如果管理心态是被
动和消极的，马路上的危险如何能彻底消除？

维护公共安全，不可忽视小的细节。无主
的电线杆、无名热水坑、无盖窨井、无反光拉线
……这些公共设施的细小瑕疵，其实都可能是
致命的，相关部门理当以更用心的态度，进行设
计和管理，不可存在丝毫的侥幸之心。同时更
应看到，民众作为公共设施日常接触者和使用
者，往往能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些问题公共设施
的所在，因此，有关部门不妨考虑开辟专门的渠
道，鼓励民众反映和举报这些公共安全隐患，及
时进行整改，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新 新

这里的所谓“协会”，系指“个体
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合
称“个私协会”。个私协会都是由民
政部门核准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进行业务指导的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这也意味着它跟工商年检一点
关系都没有。社会组织的活动范围
在社会，而不在行政。

毫无疑问，只有会员才有向社会
组织缴纳会费的义务。而是否加入
某社会组织成为其会员，全在社会主
体的自觉自愿。工商借年检搭车收
取协会会费，属于越俎代庖。

依国务院2007年颁发的《关于加
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
意见》，行业协会要实行政会分开，设
立专门的财务人员，建立行业协会资
产管理制度，按有关规定接受监督检
查。工商部门本是“个私协会”的监

督者，“搭车收费”却在事实上成了运
动员。行政权既是参赛选手，又是裁
判评委，双重身份埋下腐败的隐患，
想不腐败也难。沈阳市工商局某工
商所所长就说了大实话：咱们所里头
也没有资金来源……说老实话，玩一
玩也没有资金，没有活动经费，会费
就是给咱们所里头的活动经费了。

“搭车收费”成了一些地方的工商
部门利益自肥的工具，所谓行政与社会
的边界也就荡然无存。被行政权笼罩
的“协会”，自然也不大可能成为个体劳
动者和私营企业家们的“娘家人”。

浙江永康有位王先生也被迫交
了会费，当他的服装厂遇到了经济纠
纷而求助于“协会”时，工商所却答
复：除非是大火把你的厂烧了，我们
企业协会会有相关领导去慰问，除此
以外不可能的事情。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让世人有目
共睹的不仅是体现在经济层面的市
场转型，更有社会层面的人心成长以
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力量初显。近
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被高层格外强
调，对此，民间更是有了越来越多的
共识。之所以社会改革仍步履维艰，
不是因为方向问题，更不是因为理论
局限，而主要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的
人为阻碍。

企业协会会费与工商年检捆绑，
必须禁止，此外还应警惕工商年检的
其他搭车收费和其他行政审批的搭
车收费。关于政会分开，法律规定很
清晰，要想真正落实，看来非严格责
任机制不可。对于越权的行政行为，
尤其是对于损民自肥的违法行为，不
给决策者和执行者施以相应的惩罚
机制，怎能让他们知责而退？琨 鹏

选拔干部5人，4人系官员家属？

据中新网报道，
近日，网友“铁血汉”
在多个论坛发帖称，5
月18日，湖南省岳阳
市屈原管理区区委组
织部公示《屈原管理
区竞争性差额选拔优
秀年轻领导干部结果
公告》，在其5个职位
的正式任职人选中，
有4位拟任干部为屈
原管理区在职领导家
属。由此，他质疑此
次选拔的公正性。

岳阳市屈原管理
区区委书记孔福建表
示，此次选拔出来的5
人应该算比较优秀的
年轻干部，他们在民
主推荐过程中，得票
都是最高的。在组织
部门考察中，也是没
有问题的。孔福建
说，屈原管理区面积
不大，只有 8 万多人
口，地理位置相对偏
僻，交通也欠便利。
几十年来，本地人繁
衍生息，干部对外交
流不多，很多人都有
亲戚关系。拟任的5
名干部中，出现4人家
属为当地官员的情
况，纯属巧合。但他
们选拔的程序经得起
检验。

对网友关于干部选拔5人中4人系
官员家属的质疑，官方能够通过媒体及
时回应值得肯定。但是，这次干部选拔
中是否“纯属巧合”、“程序经得起检
验”，单单由主办部门自说自话，恐难打
消网友疑虑。因为在干部考录选聘引
发的公共“围观”中，有太多官方信誓旦
旦的“经得起检验”，最后被真相无情地
推翻。

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官方认为当地
“面积不大，只有8万多人口，地理位置相
对偏僻，交通也欠便利”，“干部对外交流

不多，很多人都有亲戚关系”。那此次干
部选拔中，会不会发生这么一种情况？正
是由于地缘、血缘、政治关系上的这种现
状，即便“程序经得起检验”，也可能造成
事实上的不公。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
时曾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人的社会
关系“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熟人社
会”下，程序正义是保证公平的第一步，
而确保结果上的事实公正并非那么容
易。 漫画/朱慧卿 点评/张玉珂

据报道，四部委联合修订并起草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目前意见征集
已结束。意见稿规定，高温天气指地市级
以上气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的日最
高气温35℃以上的天气；劳动者因高温作
业中暑可申请工伤；企业违反有关法规、
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可追究刑责。

走在大马路上，却稀里糊涂丢了性命，听
起来很荒谬，但这样的事已不止一次发生，从
被吹倒的电线杆砸人，到无盖窨井雨天吞人，
再到“热水坑”吃人，一幕幕悲剧不断上演。
如今，又不可思议地出现线杆拉线送人命的
事——通州赵先生夜间行路不小心撞在电线
杆拉线上摔倒，后因重度颅脑挫伤、损伤导致
不幸身亡(5月27日《新京报》)。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每年的3月1日到6月30日，是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企业
进行工商年检的时间。曾广受诟病的“搭车收费”现象又在一些地方上演。在辽宁、江苏、安徽、
湖南、云南、陕西等地，均有企业主反映，如不上交一笔企业协会会费，就过不了年检这一关。

“目前国产乳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
量安全状况是历史最好时期，消费者可以放心
购买”，在27日举办的“乳制品质量安全”研讨
会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发布《婴幼儿乳粉
质量报告》，为当下国产乳粉质量给予“历史最
好”评价。这样的评价能否提振消费者对国产
乳粉的信心，有待市场验证。(5月27日《北京
晚报》)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