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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
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因“科研资
金使用不明”受到了行政处分，
从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提
前退休。

科技部通报的情况称，潘
绥铭教授承担的课题在审计时
发现问题。 报道中则说潘绥铭
教授被处分提前退休， 是因为
潘教授长期主持对中国性工作
者的大型访谈， 其中牵涉到给
性工作者访谈报酬的问题，开
不出发票所致。

一张发票， 弄了个晚节不
保，不少人感叹潘教授实诚，这

个世界上只有愁没地方报销的
人，还有为没发票发愁的人？最年
轻的院士弄虚作假都能转移科研
经费， 有人把开房费也算在了科
研经费里， 潘教授居然连凑数这
一招都不会， 这世界上还真有不
食人间烟火的人啊。

挪用科研经费的确是科研
腐败的一大弊端， 需要严管严
控。然而在潘教授这里，情况却
有特殊性。 他所研究的领域本
身就处于灰色地带， 不管是开
发票还是别的什么费用， 估计
都不太可能拿得上台面， 所以
存在问题是必然的事。找小姐，
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都不可能

有发票， 但是不给钱又似乎说
不过去， 她们的成本是时间，人
家愿意花时间跟你聊一聊，是需
要成本的，潘绥铭未必没有变通
的办法，那么多科研工作者乱开
发票，潘绥铭自然也能拿一堆发
票来充数， 但我想他可能不屑
于这么做。

潘绥铭背负着被污名化的可
能，义无反顾地坚持了十多年，如
果不是一颗责任心驱使， 是很难
坚持下去的， 有几个人愿意每天
在乌烟瘴气中工作呢？ 有人愿意
这么做，并且做得这么仔细认真，
为社会积累了第一手的详实资
料，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才是。

社会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
研究， 发明家可以把自己关在实
验室里， 社会工作者必须走入民
间， 走入他的研究对象身边，否
则，你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又
该如何对症下药。

发票的问题可大可小，钱用
到了哪，我想，那么多访谈对象、
那部曾经轰动社会的专著就足
够说明问题了。希望有关方面将
潘教授的发票问题向社会作进
一步公开， 是错就该一查到底，
确有情可原， 也该给个说法，还
人清白。

■高路（原载10月29日《钱
江晚报》有删节）

性学教授的研究不能毁在发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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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是借来的，不偷工
减料就挣不到钱。”

山西岢临高速公路，投
资110亿元，原定18个月的工
期，却近4年才通车，工程被
指偷工减料， 多处现“豆腐
渣”：石缝居然是用墨汁画出
来的。 而一名标段负责人更
自曝家丑：资质是借来的，不
偷工减料就挣不到钱。

壮壮： 比前两天报道的
用竹子冒充钢筋更可恶！

神奇小子： 当自己是神
笔马良了？

阳光： 希望钢筋不是用
墨汁画出来的。

王运财： 又修了一条不
归路啊？

无言： 这种高速是怎么
验收的我真的是一点也想不
清楚，求大神讲解。

夏日风情： 不说大家都
清楚，有腐败。

八分钟热度： 有谁来承
担责任 ？一定要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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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时，这个女孩哭
成了泪人。一个星期后，她在电
话里笑着感激我们挽救了她
的家庭。”周毅洪说，这就是她
身为陪审员的价值所在。周毅
洪是长沙市天心区法院的一
名陪审员，天心区法院作为我
省两个国家级陪审员制度改
革试点单位之一，10月16日开
始尝试让人民陪审员在案件开
庭前独立调解案件， 获得了较
好的效果。

陪审员庭前独立调解制度
在全省尚属首创， 这在十八届
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大
前提下值得关注与期待。

在我国的法制工作中，一
度由于陪审员自身对法律不熟
悉，一般很少发表意见，而主审
法官出于自己要对案件质量负
责或是对陪审员意见的不信

任，也很少采用陪审员的意见，长
此以往就形成了陪审员“陪而不
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决”的现象。
这样一来， 一方面陪审员的作用
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造成司法资
源浪费， 另一方面随着司法案件
不断增多， 法官的工作量不断增
大，势必影响效率提升。因此，如
何将陪审员在司法工作中的潜力
进一步挖掘出来， 建立陪审员庭
前独立调解制度确为一着妙棋。

2013年， 我省共审结民商事
案件21.77万件，长沙中院及各个
区、 县法院共审理民商事案件
5578件，在民事案件中，庭前调解
往往能起到极大地缓解矛盾、提
高效率等作用。 陪审员来自民众
中间，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感较小，
而且参与调解的陪审员可能与当
事人也比较熟悉， 他们更容易获
得当事人的信任， 也能够说服双

方当事人各自放弃自身的某些
权益来寻求双方的共同点。在
这种情况下， 能够很快达成调
解协议， 既避免当事人对法院
公正公平的怀疑， 也可以维护
法院工作的权威， 加深民众对
司法的认同感，可谓一举多得。

另外， 我国司法改革的目
标之一是法官职业化， 目前我
国公检法系统在人事上是实行
“凡进必考”的原则。由于准入
门槛提高， 一些非法律专业人
才很难进入法院， 法院因法官
来源渠道的单一而失去拥有不
同专业人才的优势。 而陪审员
则来自社会各个领域， 多元化
的知识可以弥补法官知识结构
单一的缺陷， 进行专业知识互
补， 增强案件审判的公平性与
合理性。 由陪审员参与调解还
可以解决因案件事实不清、当

事人举证不能等造成的无法进行
实体裁判的问题。

天心区法院实施陪审员庭前
独立调解，不仅意在落实“依法治
国”中“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广泛
凝聚社会共识”等要求，更是践行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工作
原则，合理利用司法资源，使人民
陪审员制度不至流于形式。而针对
我国目前陪审员制度中存在的一
些现实缺陷，如陪审员调解模式单
一、 陪审员欠缺法律专业知识等，
天心区也有的放矢地通过专业分
组、培训调解知识和技能等办法尽
量保证调解工作的专业与公正。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任何一
次改变与进步都会让我们离司法
改革目标更近一步，也希望通过这
些进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评论员 张英

聚议厅

以安全为本
不应算“歧视”

或许是出于对“报备”
的“敏感”，一听到聚餐报
备， 就产生一种“歧视农
村”的感觉，的确，“报备”
有一种约束之感， 然而，
“报备”是以安全为本， 是
真正维护农村食品安全的
好举措。 实在没有理由被
质疑为“歧视”。

食品卫生没有“死
角”， 既然农村的卫生安
全系数低，那就要加强管
理，出台“报备”没有什么
不好，如果一旦出现食品
安全问题，后悔都来不及
了。 况且，“报备” 的手续
相当简单， 不用交钱，而
且专人监督是主动上门
服务的。 民以食为天，食
以安为先。没有什么比安
全更重要。 当然，“报备”
能走多远，关键还在于关
爱能“延伸”多深。

■郭文斌

日前，河南周口市出台《关于周口市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农
村聚餐达40人以上者，需要报告备案；200人以上者，需要由食品安全专业人员现场指导。
（10月29日《大河报》）

在我国的法规体系中， 并不
乏对食品安全的制作标准、 质量
监管及运输仓储等环节的规定要
求，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症结在
于有规不遵、有章不循、有法不依。
确保包括农村在内的民众餐桌安
全，出路当在维护法律尊严、提升
规则意识、践行法治精神，真正把
食品安全的法规落实到食品监管
的每一个细节。 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明确提出“全民守法”的要求，

就是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
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
守者、坚定捍卫者。”从这个意义上
说，出台聚餐“报备”新规更像是个
蹩脚的补丁， 倒不如致力于提升
民众拒绝有害食品、 自觉践行法
治精神更具治本功效。

查遍《民法通则》、《村民组织
法》及《食品安全法》等相关的现
行法律， 并无为防范食品安全事
故要求对聚餐人数“报告备案”的

规定。也就是说，当地政府的“报
备”新规于法无据。同时，就其可
行性与周延性而言也存在明显漏
洞。比如，谁来监督购买渠道和制
作过程，39人以下的集体聚餐是
不是就可以放任不管？其实，我国
农村管理的基本模式是“村民自
治”，假如当地的“流水席”食品安
全的确需要“紧箍咒”，不妨就把
它交给“村规民约”。

■张玉胜

回顾一下此前发生的许多
农村食品安全事故， 不难发现，
农村地区之所以会成为食品安
全的一个薄弱环节，实际上并不
是完全简单是由于缺乏“报告备
案、指导”造成，也并不是某个单
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很大程
度上是一系列十分复杂的农村
现实环境背景共同作用的产物。

这种背景下，即使不考虑现

实操作和落实难度，要想有效保
障农村食品安全，显然也不能仅
靠“集体聚餐报备”，一方面，除
此之外，还应将农村食品安全监
管的触角， 进一步向食品销售、
流通、 生产等上游环节延伸扩
展，全面强化对农村食品的全程
“无缝”监管，不断提高农村食品
市场的整体质量水平，彻底改变
农村食品质量明显低于城市甚

至“假劣食品大量销往农村”的
状况。

另一方面， 在此基础上，还
应不断加强对农村消费者食品
安全意识观念的培养和培训，如
加强对活跃于“农村家宴”的各
种乡村“土厨师”职业素养和能
力的培训，确保他们能在“集体
聚餐”中自觉规范安全操作。

■张贵峰

“流水席”报备制是个蹩脚补丁

还需全面强化全程“无缝”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