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子打游戏20天花光父亲积蓄

58岁的重庆市民老丁患有肝硬化，他靠

在自家附近摆地摊维持生计。妻子是环卫

工。他卡里近 15 万元的积蓄，竟然在 20 天

内，被 13 岁的儿子打游戏花光了。据悉，这

并不是儿子第一次偷用父母的钱玩游戏。经

过热心人介入反复交涉，游戏平台愿意退回

12万元。（重庆晨报）

@大西瓜：每个父母都想把孩子教育成

一个优秀的人，但是受环境和人的思维限制，

有的父母没有能力把孩子教育好，不是他们

不想教育好。

@summer：家庭教育缺失，是助长孩

子任性、妄为和自私的关键所在。

@此用户暂无网名：养家绝不只是挣钱

那么简单。要把家“养好”，必须要在精神层

面下工夫，悉心教导孩子。孩子网游，家长的

责任不可推卸。游戏平台不能仅仅向钱看

齐，应当设置一些门槛避免没有多少自控力

的孩子沉迷游戏，包括支付手段也可以设一

些“门槛”。法律上没有统一有效的执法标尺

也不行。

初二生被敲诈殴打，校方推诿

南昌某中学初二学生小林回家后，家人

发现其身上有伤。原来，小林此前偷班上同

学和妈妈的钱，都是因为受到学校一伙同学

的敲诈。小林称：“他们叫我买烟，如果不买

就揍我”。校方称没有监控，不能证明小林在

校内被打；学校门卫更称这点小事很正常。

（看看新闻）

@今天：门卫的态度折射出该校对于校

园霸凌的漠视！

@思潮：未成年人会敲诈人很可怕，更

可怕的是学校态度。一定要借助媒体的力量

才会把问题好好处理吗？

@喜欲狂：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事情

大了才去处理。

违停单上写道：有种把我拖走

12 月 4 日，合肥庐阳交警巡逻时发现一

辆轿车系违停，遂粘贴了违停告知单。12月

7 日交警又发现该车违规停放，并且在之前

的告知单上还多了一句话：有种把我拖走，别

整这没用的！鉴于该车违停影响交通秩序，

交警遂将其拖移！（扬子晚报）

@第八怪：关键不在于上面的字是不是

车主写的，而是该车屡教不改，一而再，再而

三地挑衅法律。

@做个老实人：防碍公共交通，车主在

一定时间内未予纠正的，拖走没毛病。

@追求者：该拖走就要拖走，把有限的

警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严檞青 整理

在车辆年检前把违法单子处理了，否则

拿不到年检证明，对此，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

可是有人偏不信这个邪。湖南长沙车主唐嵩

就认为这种“捆绑”做法违法，将车管所告上了

法院。在历经一审、二审均告败诉后，他申诉

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湖南省高院终

审判决裁定车管所“捆绑”式年检违法。

倒不是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存心刁难唐先

生，车管所之所以这么做事出有因，公安部出

台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其中的第四十九条

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

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检

验合格标志。申请前，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

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

故处理完毕。”并且，负责办理车辆年检的是

全国统一的系统，系统自动生成“违法处理前

置程序”，也就是说，如果不处理车辆违法记

录，系统无法办理年检业务。

将年检与交通违法处理情况挂钩，好处

非常明显。由于车主很长时间不处理，有些罚

单越积越多，给车辆管理工作制造了很大的麻

烦。有些车主为什么屡屡拖到年检的时候才

去处理，就是因为没有年检合格证明，车子不

能上路。一旦上路可能面临重罚。所以，每至

年检，一般也是清单子的时候，甚至不用动员，

车主就会主动处理。与年检捆绑，抬高了违法

成本，也减少了处罚时扯皮的机会。

可是这么一来，管理上是方便了，行政效

率也提高了，但问题产生了。其一是合理性

存疑，交通违法处罚的是司机的违法行为，年

检查的是车辆状况，这两者还是有很大不同

的，混为一谈，并不妥当。其二，合法性也站

不住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规定：

“⋯⋯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

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

件。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

⋯⋯”显然，法律并不支持预设前提，更没有

说可以将年检与交通违法处理捆绑。行政机

关的规定和决定不得与法律抵触。

事实上，这几年此类判决已有多起。

2015 年 9 月，《成都商报》就曾报道过一起类

似的案子。当时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法院也

对这个沿袭已久的做法说了“不”。但目前看

来，这些说“不”的声音仍然以零星个案的方

式出现在公众面前，可见，由个案到整体，还

需要一个过程。湖南高院的这次判决是给年

检松绑，也是给法治加分，希望这次判决能唤

醒社会的法治意识，以推动司法精神尽快落

地。这也不是一地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普

遍问题，需要统筹解决。

不合法的规定，哪怕再有理由，也不该坚

持下去。如果这样的事每一次都要闹到法

院，一审再审才能解决，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

极大浪费。法无授权即禁止，这是依法行政

的基本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商量

的空间。至于脱钩以后，行政管理上面临的

难处，这是事实。一方面需要强调的是，交通

违法责任人必须及时处理，公安机关有权作

出要求，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另一方面，公

安机关也须要在合法的基础上探索更科学的

应对方案。

给年检“松绑”，给法治加分

这类行为背后有一种共同的

心理：我只要对上负责，把上

级哄好就好，不用在意普通

群众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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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网站最近披露，贵州省黔西县中

坪镇顺河村主任杜正国，为了迎接上级检查，

把扶贫新房建成了危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017 年初，黔西县中坪镇顺河村实施脱

贫攻坚危房改造。83岁的村民金某一家因家

庭困难，住房不安全被纳入精准脱贫户，获得

了国家3.5万元危房改造补助款。但金某一家

自己没有能力改造危房，作为该村脱贫攻坚危

房改造监管人员，杜正国既没有主动帮助解决

问题，也没有及时向上级汇报。直到2018年2

月初，听说黔西县脱贫攻坚工作要迎接国家检

查评估，杜正国才着急起来，叫来当地一泥水

匠，与之签了合同，限期8天建成新房。于是，

从选址到修建，再到完工，果真在 8 天完成。

但是，建成的新房存在地基不牢靠（没有挖地

基）、材料不合格、建设质量不达标等问题。由

于迎检在即，没有时间整改，他就叫人用水泥

把墙体两面都处理过，就看不出是空心砖了，

就让金某一家赶快入住。4月3日，黔西县危

改办对中坪镇顺河村危房改造督查，才发现扶

贫新房被建成了危房。

这是一个“三输”的结局：国家财政的扶

贫投入被无端糟蹋；扶贫对象金某一家没有

受危房之灾已是万幸；村主任杜正国受了处

分。从表面看，这件事情从头至尾的一系列

行为，与以往所见的欺下瞒上行为很相似，是

典型的“表演”：扶贫的目的不是帮助贫困户，

而是扶贫给人看，扶贫给上级部门看。最终

把扶贫变成媚上，欺上。这类行为背后有一

种共同的心理：我只要对上负责，把上级哄好

就好，不用在意普通群众的感受。

但是，该事件责任人杜正国的消极怠惰，

又和许多官员不同。一些官员勤于“对上负

责”，是一种“上进心”的表现，希望得到上级

的肯定赞赏乃至提拔晋升，而杜正国看不出

多少主动创造政绩的积极性，只要把上级糊

弄过去就行，把检查应付过去就行。

所以，一个待解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一个

没有多少工作积极性的人会当上村主任，没

有多少积极性却又负责一个村的扶贫工作？

除了这间“速成新房”，杜正国还做了哪些事

情？或者说，哪些该做好的事情他没有去做，

做了也没用心做好？

村干部需要面对这样的拷问，每一级官

员也都需要面对这样的拷问。一个官员，有上

进心，希望得到晋升，提拔，是一种职业精神的

表现，也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态度。关键

是，对自己负责，要以对工作的负责为前提。

官员的价值，在于他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水平管

理、服务；对社会公众尽到责任了，才是对你的

上级尽到责任；上级根据你的德才与业绩提拔

你，最终你才算对自身（家庭）尽到责任了——

这应该是公务员的责任伦理。但是，在现实

中，这个责任伦理很容易被忽视，被扭曲。

正像杜正国造成的“三输”局面那样，首

先被“输掉”的，往往是扶贫对象金某这样的

特定普通群众的利益；而政府扶贫投入被糟

蹋，失职或渎职官员被处分，其实是民众利益

的更大损失：政府财政的扶贫投入，供养公务

员的开支，不都是普通国民创造的财富吗？

官员对上级，对个人仕途的负责，怎样与

对工作对民众利益的负责统一起来，避免“三

输”，争取“三赢”，是一个长久的课题。

扶贫“速成新房”造就“三输”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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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的事每一次都要闹

到法院、一审再审才能解决，无

疑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咋说

本报评论员
戎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