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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金额：8421806.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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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下午，小汽车“限购令”
突降深圳， 多部门组成的“执法
队”旋即封锁了部分4S店，禁止汽
车交易。深圳市政府当天17时40
分突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深
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汽车增
量调控管理的通告》，抛出“限购
令”，同时公布“限外”方案。（12月
30日《新京报》）

犹记得，1月17日举行的广东
省两会上，深圳市长许勤表示，深
圳对私家车不限行不限购， 将通
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市民出行方
式。如今话犹然在耳，但“说好的

不限购”却突然空降，让人看到，
再庄重的长官承诺， 其实都可能
变成对民意的糊弄。

是否应当限购，能否限购本身
并无争议，公众需要的是程序正义
下的权利尊重。一项涉及每个人利
益的重大政策，未能经过公开征求
意见，未能举行听证程序，未能给
一个缓冲期， 说限就限说取就取，
体现了行政运行的高效和“任性”，
却也对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置若罔
闻，这样的公共政策即便再有善意
也难以获得认同。

如果再加上各地在住房限购、

重大项目出台、重大规划实施上的
种种临时法、突然法，并因之带来
损失与反复，对抗与冲突，都不难
看出信息不透明、 交流不及时之
下，已然成为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
素，并引发民意的抵触。近年来，一
些地方因为重大民生项目，比如垃
圾处理厂、填埋场、火葬场的建设，
而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抵制，最终
导致项目的实施进展缓慢，还得重
新回到程序正义上来，都说明在权
利的觉醒之下，过于简单而粗暴的
行政方式已难以为继。

为了避免类似现象的再次发

生，并实现对行政权的约束，让其
得到规范的运行， 很有必要通过
立法的方式，设定减损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
规范， 让地方政府出台限行、限
购、限贷等地方限制性行政手段，
不再随意而突然。 通过深圳出台
汽车限牌政策的例子， 再次证明
全国人大加快修订立法法， 增设
相关的限制性条款的紧迫性。立
法限定权力行为才能为权利兜
底，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实现
政府行政行为的法治化， 并为依
法治国创造良好的条件。 ■唐伟

12月13日下午，农民工周秀
云在山西太原讨薪的过程当中，和
民警发生肢体冲突，随后在太原龙
城派出所内非正常死亡，事发后，有
人将视频传到网上，引发极大关注。
30日凌晨， 太原市检察院已对涉案
民警王某以涉嫌滥用职权罪批准
逮捕。目前，案件侦查工作仍在依法
进行中。（12月30日 新华网）

一名执法者粗暴地放倒了一
个讨工钱的陌生女人后，不相信脚
下的人正在死去，觉得她在“装死”，
并踩住了她的头发。对此，我们忍不
住惊诧：这是什么仇什么怨？

对某些人来说，武力或许是解
决问题最高效的方式，因此有了延
安城管跳踩小贩头部的“无影脚”；
有深圳警察殴打记者的“锁喉功”
……现在又有了笑傲群雄的太原

民警。执法者“身负绝学”，所以有
着可以任性的资本，于是动辄雷霆
暴怒地将对方打倒在地并踏上一
只脚———让你闹事，让你给爷增加
麻烦。尽管人家只不过是讨要一点
微薄的、本应得到的薪水。

有人问：“执法者何时不再打
人？”看着这个问题，不禁让人悲从
中来。所谓“执法”，亦称法律执行，
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
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
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无论
怎么看，这其中都与“暴力”没有半
毛钱关系，但在很多时候，“执法”又
确确实实成为了“施暴”的代名词。
为什么“执法”最后演变为“施暴”？
这其中涉及到成本的问题， 长期以
来一些地方的治理模式让执法者认
为暴力既高效又没有风险———毕竟

好多暴力执法事件最终都不了了
之，也有个人素质的问题，这导致执
法队伍水平难以提升， 于是暴力执
法现象无法消失。

与其他类似事件一样，若不是
激起了广大民愤，此事或许又将陷
入迷雾般的结局。 这并非无端猜
测，事件中，龙城派出所所长现场
叫道：“告诉你们，人死了又能怎么
地，你们有本事去上访告状嘛！”事
实也证明，死者家属、同乡群众自
发组织去太原市、山西省相关部门
上访举报， 先后遭到冷遇和推诿。
正是因为在与底层人士的较量中
处于稳赢的局面，所以这些事件中
的执法者才会无所顾忌地施展“神
功”，揍你没商量。

就在10月份，山西省委书记王
儒林还在太原调研考察座谈会上

痛批太原警方乱象，时间刚过去两
个月便又发生了太原民警打死民
工的悲剧，身为执法者，却视法律
为无物，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么？如
今，“法治”已成为社会建设的首要
任务，执法者作为法治建设最前线
的人群，理应率先垂范，又岂能挟
身份、职务、力量之威，行欺压、侮
辱、杀人之事？

讨薪的升斗小民怎么也没想
到在本应主持公道的警察手里丢
了一条小命，而社会舆论中的“执
法者知法犯法更应罪加一等”则让
这起事件的处理结果倍受期待与
关注。“任性” 是任性者的墓志铭，
已被批准逮捕的民警王某，等待他
的应是法律的严惩，怕就怕，“抓了
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本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