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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头名移民”权力任性的真实再现
□斯涵涵

网传吃荔枝会被“酒驾”
交警：没查到过

微信上有消息称，“吃 3 颗

荔枝吹酒精检测仪会显示酒精

含量达到涉嫌醉驾级别”。交

警部门表示没查到过吃荔枝

“酒驾”，“酒驾”最终认定要结

合血液检测。而福建漳州农民

也觉得是吃了谣言的亏，荔枝

都滞销了。@人民网

劫了个会画画的
他算是撞枪口上了

天津女生小李深夜遭遇持

刀劫持，她偷偷打开微信语音

和定位，男友得知后报警将她

解救，劫匪逃跑。小李说自己

美院毕业，可以画出歹徒样子。

警方拿着小李画的素描，在火车

站将嫌疑人抓获，这时大家都吃

了一惊：素描像和嫌疑人相貌几

乎一模一样！@新闻晨报

教育就是
不顾后果的惩罚？

网曝武汉一名 5 岁男童因

吃饭时嬉闹，被罚喝 20 多杯

水。喝到第10杯水时，孩子说

喝不下，老师依然要他喝，导致

肾积水，经手术至今未愈。家

长把宝贝孩子交给老师呵护，

老师却以不顾后果的惩罚对

之，这样的恶行岂能轻描淡写

地以离职处之？@四川日报

“养胃饼干”遭起诉
代言明星欠思量

WEI SHENG YIN微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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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胃部不适，购买

了号称“一款养胃的饼干，专

为胃病人群设计”的“江中猴

姑新款饼干”。食用后发现其

与普通饼干无异，李先生认为

该产品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

品，宣传上属于误导消费者，

故起诉销售者北京超市发连

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者江西

食方食坊中药食品公司、广告

代言人徐静蕾等被告，要求十

倍赔偿货款共计7830元，并

在中央电视台 8 套、腾讯视

频、超市发厢红旗店大屏幕等

广告发布载体上公开道歉。日前，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7月8日《广州日报》）
代言江中猴姑饼干，直接说“猴姑饼干真好吃”不就行了？干啥还向消费者承诺“养

胃”啊？饼干是食品，不是保健品或药品，不含药物成分，何来“养胃”之说？但“养胃饼

干”很容易让人想到它的药用价值，有误导消费者的嫌疑。不客气地说，徐静蕾受诉，也

算罪有应得吧。

代言商品的影视明星不但颜值爆表，而且智商也不低。我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明星代言食品、药品受起诉的案例很多。既然如此，为何明星代言商品遭起诉的案

例接连不断？代言的明星们咋都没有汲取教训，认真反思呢？代言明星源源不断地中

招官司，徒让影迷粉丝恨铁不成钢地抱怨。无论“养胃饼干”案的判决结果如何，对徐静

蕾来说，都是一个警示。当然，这样的坏消息对其他明星，也是又一记警钟。

首先，明星代言广告，凭自己的形象赚钱，公众不会有太大的非议。代言什么商品

的广告，这也是明星的自由选择。可是，在笔者看来，代言商品的选择也是一门学问。

明智者应当谨慎地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食品、药品等领域的广告，就需要多些谨

慎，或者直接拒绝。这是因为食品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且危害性很大，一旦发生安全事

故，自己将面临非常危险的法律境地。

其次，明星参与商业广告代言，一定要和商家有个法律协议，明确限定商家不能随

意添加广告语，以免引火烧身。明星拍摄广告时，虽然经纪人已经审核了广告语不违背

法律法规，但是，商家在发布广告或散发产品宣传材料时，很有可能添油加醋，偏离了原

来双方协定商定的广告用语，让消费者受到蛊惑，也让代言人中枪。由此可见，事前签

订法律协议是重要一环，不可忽视。

最后，明星参与商业广告拍摄后，也要时刻关注自己所代言的产品的宣传动态，未雨绸

缪。明星一般都有自己的经纪人和法律顾问，这些工作可以由他们来做。一旦发现自己代

言的产品出现了虚假广告，自己可以先联系商家，并予以干涉，积极主动地介入，这既可以避

免自己陷入广告代言的纠纷，降低风险，也可以给自己的外部形象注入“正能量”。 教育部：未经批准的办学
机构一律不得安排招生

教育部8日就2015年全国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发出通

知，要求严格执行招生政策，未

经教育部审批或备案确认的各

类办学机构一律不得安排招

生，未经解放军总政治部及教

育部批准的军队院校一律不得

招收无军籍学生。

教育部称，各高等学校在

2015年招生录取工作中严格执

行招生政策，确保过程透明、程

序公开、结果公正。各高校要

以零容忍态度惩处招生录取中

的违规违法问题，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阿里巴巴副总裁梁春晓：
小企业未来重要性和意义将
超出我们想象

小企业未来的重要性和意

义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看待小

企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要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

变，小企业不仅仅是工具，而是

价值的创造者。

小企业不仅仅是工具，小

企业是价值的创造者。在任何

时候把小企业看得非常重要

的，就是目的，就是未来整个的

希望。小企业就是中国经济的

企业家，否则就没有一个很好

的系统。

6月25日陕西高考成绩出炉，榆林文科头名花落榆林华栋中学，令人意外的是，华栋

中学却表现得异常低调，学校老师谈及榆林文科第一名邢程远也都讳莫如深。据该校高

考毕业生透露，三年读书期间从未见过邢程远，突然间她就成了榆林文科头名，让人十分

不解。而网上出现的帖子更是直指这名“高考头名”是“高考移民”。（7月8日《华商报》）
中学出来一个地区高考头名，不张灯结彩还讳莫如深，师生们更不认识这位一鸣惊

人的头名，反常的情况下必定掩藏着不能说的秘密。

现在，这位名叫“邢程远”的考生想必后悔自己为什么考得那么好，少考一点就可以神

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理想大学就读，因为自己很符合“在陕户籍学籍满三年”的政策条件，但

当下，不仅让自己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还连累了为自己落户榆林费尽心机的“校长舅

父”，并顺带曝光了“校长舅父”的另外两个外省籍考生“外甥”，想想也是醉了。

考生家长并不是本校老师，却称“为了稳定外地教师”；并不沾亲带故，却可以投亲

名义落户榆林，校长的权力让人惊讶，校长的辩白又何其无力。而关于高考生落户，我

国一贯严格掌控，多方监督，三个考生是如何突破重重关卡顺利落户的？还有多少个这

样的“外甥”已经成功“上岸”？这其中牵涉多少相关部门和人员？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2005年，海南全面调查异地迁入的考生，138名花巨资迁户的湖北考生被取消高考

资格，起因也是因为某位考生考中头名，引来媒体关注进而揭开内幕的。十年过去，物

是人非，竟然还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得以曝光，大范围的高考移民依赖于小概率的头名事

件，不知道我们是该庆幸该案的意外之喜呢，还是悲哀高考移民如打不死的小强？

今年初，多名河北官员送孩子赴内蒙古高考，查出后资格被取消；湖南大学2012年

录取10名内蒙古考生，6人来自河北……多起案例不难看出，能够“高考移民”的学生家

长非富即贵，能力超群，故而，偶然之中存在某种必然：当权力没有纳入法制的框架之

内，便可以随心所欲，当各种教育政策成为争夺优良教育资源的洼地，高考移民便会屡

禁不止，严重侵害教育公平。

“高考头名移民”，权力任性的真实再现。顺藤摸瓜，弄清“高考头名”是不是“高考

移民”，找出背后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非法渠道，严厉惩戒以身试法、监管不力甚至猫

鼠一窝的人员和部门，是实现教育公平、捍卫法律威严的必须。

“市长到庭应诉”
仅是履法第一步
□汪昌莲

“下面请被告雷州市政府法定代表人发表辩

论意见。”7日下午，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一宗土地纠纷行政案件，该院院长、

本案审判长张明话音刚落，偌大的法庭安静下

来，只见穿白衬衣的雷州市市长吴国雄从被告席

上站起来。这是广东有史以来首宗市长出庭应

诉行政案。（7月8日《南方日报》）
市长到庭应诉行政案，是履行法律义务的必

然要求。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行政诉

讼法对此有了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

当出庭应诉。殊不知，市长到庭应诉，仅是履法

第一步。

首先必须承认，这起“民告官”案件，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村民小组就土地所有权进行维权，

历经多级部门调解未果，并对市政府的行政复议

产生异议。如此窘境下，村民小组决定起诉市政

府，将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交给法律去裁决，显然

是一种理性选择。事实上，法律裁决比行政调解

更公正、更有强制性，也更有执行力。更何况，对

于这起土地所有权纠纷，即便是行政调解有了结

果，也难以保证是一个公正的标准答案。可见，

民告官，官应诉，是必不可少的法律程序。

然而，土地纠纷交给法律裁决，并非意味着

百分之百公正；市长到庭应讼，也并非意味着行

政权力不会干预司法。因此，在这起“民告官”案

件中，首先应规避“司法地方化”。

众所周知，“告赢了也执行不了”，是“民告官”

又一难点所在。为破解“执行难”症结，行政诉讼法

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判决，社

会影响恶劣的，可对相关负责人予以拘留。然而，

有了“拘留负责人”规定，并不代表一切办事程序都

会规范，公权践踏私权的官场乱象就可以终结，公

众的合法权益就能够得到根本保障。因此，只有将

权力关进法律“笼子”，建立和完善权力制约机制，

规避以权代法、权大于法之类的行政乱作为，才能

从根本上杜绝“民告官”执行难的事件发生。

“异地可办身份证”
彰显制度人性化
□周歌

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异地申请换领的，凭原

居民身份证向居住地公安机关身份证受理点申

请办理；居民身份证丢失异地申请补领的，凭申

请人“有效证件”或单位合法证明申请办理。有

效证件是指居民户口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大陆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

行证、居住证、机动车驾驶证、工作证、学生证

等。（7月8日《新京报》）
如此便民惠民新政，势必会给公众带来极大

便利，这也彰显了制度设置的人性化。身份证是

现代社会公众必不可少的“通行证”。购买手机

卡需要身份证、办理银行卡需要身份证、买房贷

款需要身份证……可是，在过去，公众如果在外

地不慎出现身份证丢失等情况，往往需要千里迢

迢回到老家补办相关证件，不仅需要承受旅途的

辛苦，也需要花上不少的钱。

而在当下的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为信息共享搭

建起了良好的平台，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欣慰

地看到，公安部门主动而为，积极借助信息力量，从

而让百姓在异地可以办理身份证等相关手续，这样

一来，势必会给百姓免去不少麻烦。不仅如此，近些

年来，我们欣慰地看到，各地公安部门通过更多的

“主动预警”、“上门服务”等人性化举措，既为更多百

姓排忧解难，也构建了更加和谐融洽的警民关系。

俗话说得好：办法总比困难多。面对人民群

众需要解决的各类困难与问题，只要各级党委、

政府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就一定可以推出

更多温情的制度，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黄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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