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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高考前撞死人未被起诉 别误读了司法善意

8 月 20 日，一则“女生
高考前骑车撞死人获谅
解未被起诉”的话题，
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
议。
　　据报道，今年 3月
25 日，高三女生小玉
( 化名 ) 骑电动车去学
校，途中将同向步行的
潘某某撞倒，致潘某某
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小玉因逆行承担事故主
要责任，涉嫌交通肇事
罪。移送审查起诉后，
检察机关考虑到事故发
生后，小玉积极施救并
与家人主动赔偿，取得
被害方亲属谅解，且小
玉正奋力备战高考等情
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拟对小玉作不起诉处
理，并举行了听证会。
在检察官的帮助下，小
玉得以顺利走进考场，

并最终圆梦大学。
　　检察机关作出不起
诉决定，既体现了法律
的严肃性，又传递出司
法的善意和温度。然而，
也许是出于对逆行行为
的痛恨，检察机关的决
定引发部分网友质疑。
有网友表示，小玉骑车
逆行肇事，并造成了他
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应
当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不能因其身份系高考
生就网开一面。也有网
友称，小玉向检察官分
享即将迈入大学的“喜
悦”，显得不合时宜。
　　深入剖析这一案
件，不难发现，检察机
关的不起诉决定，实则
是在综合权衡多种因素
后，对法律精神的深刻
理解和灵活运用。小玉
在事故发生后，积极施

救，并与家人主动赔偿，
取得了被害方亲属的谅
解，这体现了她的悔过
之心。同时，作为高三
学生的小玉，尚未踏入
社会，社会阅历较浅，
一旦被贴上犯罪标签，
不仅大学梦泡汤，能否
重返社会也是问题。是
毁掉人还是拯救人？答
案不言而喻。
　　法律并不只是冷冰
冰的条文，检察机关在
综合权衡多种因素的基
础上，作出不起诉决定，
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对于像小玉
这样的初犯、偶犯，且
主观恶意较小、有悔罪
表现的案件，采取不起
诉的处理方式，有利于
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
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和
谐。不起诉小玉，并非

法外施恩，而是依法办
案，刑法、刑事诉讼法
对此有相关规定。
　　该宽则宽，当严则
严，宽严相济，罚当其
罪，是公平正义的应有
之义，也是司法应有的
样子。本案中，检察机
关没有因为小玉的逆行
肇事行为而一味严惩，
而是在全面审查案件事
实、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的基础上，作出不起诉
决定，也体现了“少捕
慎诉慎押”和“良法善
治”的司法理念。
　　不起诉小玉，既不
是纵容违法犯罪，也不
是漠视事故惨痛教训。
据报道，听证会上，3
位听证员一致认为该案
不起诉决定符合法律规
定，建议检察院快速办
结该案的同时推进诉源

治理，预防涉及高中生
交通事故再次发生。目
前，相关安全隐患已整
改完毕。换言之，虽然
不起诉小玉，但要铭记
事故的惨痛教训，消除
潜在隐患，杜绝事故重
演。
　　总之，司法善意不
应被误读，更不应被曲
解。不起诉决定是检察
机关综合考量的结果，
而不是仅仅因为小玉高
三考生的身份及其未来
前程。相关部门发布小
玉圆梦大学的“喜报”，
也许欠考虑，有点刺眼，
但这不是质疑不起诉决
定的理由。

■陈广江

用人观念不改，“海外速成学历”不止
　　“半个月拿美国硕
士单证，企业绝对认
可”“从中专到博士只
需五年”……近期，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在网上
发现不少海外“速成学
历”的广告，有的直接
晒出多个学员的海外学
历学位认证书。一些学
历提升机构的咨询顾问
说，有人不惜花几十万
元甚至上百万元买一个
海外学历。（8月18日《新
华网》）
　　为何花钱去买虚头
巴脑的速成学历？当学
历可以“速成”，甚至
只需数月即可获得时，
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

学历，究竟是为了提升
自我，还是仅仅买了一
个“假面子”？
　　可问题是，如果压
根没有作用，谁会花费
金钱只是买一个没有任
何含金量的“假面子”？
新华每日电讯调查显
示，速成海外学历确实
能派上用场。学历作为
硬门槛不仅是在招聘阶
段，像互联网大厂等大
企业裁员也会将学历作
为重要参考指标之一。
高学历能帮助在职人员
获得加薪、升职、落户
积分等便利，这些利好
会刺激人们提升学历的
需求。很多私企、外企

“只看你是什么文凭”，
单证硕士还可以作为过
渡，用来申请韩国、菲
律宾、泰国等国的双证
博士，成为读博跳板。
　　海外速成学历，不
仅无法为学生提供真正
有价值的知识和能力，
还可能将一些人引入歧
途。在一些行业和企业
中，高学历似乎成了晋
升的敲门砖，而实际工
作能力和经验则被忽
视。这种扭曲的观念无
疑助长了“速成学历”
市场的繁荣。由此不难
看出，速成的海外学历，
虽然在学识上、技能上
没有含金量，可是确实

能够给一部分人带来
“真实惠”。他们并不
是花钱买个“假面子”，
而是得到“真实惠”，
说到底不是花钱买了自
己看的、拿着玩的，而
是“有用处”。如果用
人观念不改，企业和社
会仍然只看重学历而不
注重实际能力，那么“海
外速成学历”市场依然
会存在。
　　我们应该倡导一种
更加注重实际能力和综
合素质的评价体系，让
那些真正有才华、有能
力的人得到应有的认可
和机会。我们需要的不
是更多的“速成”，而

是更多的“深耕”。只
有真正沉下心来学习和
实践，才能在这个竞争
激烈的世界中立于不败
之地。堵死海外速成学
历的使用途径，让这些
没有价值的速成学历证
书成为一张废纸，谁还
花钱去买这些没有意义
的速成学历？说到底，
真正能够消灭速成学历
的是用人观念，不看学
历看能力，英雄不问学
历，才是企业和社会该
追求的。

■郭元鹏

进村先拍照，别让调研变“调演”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
基、成事之道，做好调
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必
修课。但有极个别领导
干部到基层调研，却把
做了当做成了。人到了
基层，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摆拍，虽然有和基
层很多干部群众合影，
但却几乎都没有深入交
流，基层干部群众想什
么，诉求有哪些，他们
往往也是一知半解。
　　比如有媒体报道
称，某地一干部到基
层入户走访时，不是忙
着和群众拉家常交心谈
心、了解群众所需所想、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而

是简单发放一些宣传资
料，或者敷衍了事问几
句走走过场，拍照留影
后一走了之，被群众称
为“快门干部”。这就
是说，在这些干部心中，
走基层最重要的事不是
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事项，而是作秀，让调
研变“调演”。
　　搞“表演式”调研，
是应付心态作祟。基层
干部走出机关大院，走
出办公室，走到群众身
边，其目的很简单，就
是通过调查研究，通过
和基层农村群众面对面
的交心谈心，和群众一
起同喝大碗茶，同坐小

板凳，最终走进群众的
心窝窝，从而了解群众
的所急、所盼、所望等
问题。然后针对“病症”
开出好“处方”，抓好
“特效药”，确保群众
困难问题的解决，以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但让
人痛心的是，一些干部
把走基层视为任务，应
付了事，身入心不入，
入户不交流，交流不深
入。只要有了痕迹，就
可以过关，是否有实效，
他们则不管不问。
　　调研变“调演”，
让入户走访沦为形式。
当前，大众在很多部门
的公众号中都能看到干

部下基层忙碌的“身
影”。但真实情况却
并非如此。有些干部下
基层，忙着走村串户，
不是去认真了解群众生
活，而是为了拍照留影、
发微信公众号。他们拉
着群众的手，两眼看的
却是镜头；他们坐在农
家炕头，操心的却是还
要走几家才能完成任
务。更有甚者，一些基
层干部，居然带着几套
衣服，在不同的地方换
不同的衣服拍照，这样
就有多次走访的照片，
这样的入户走访，其实
就是搞形式、走过场。
　　调查研究是我们的

“传家宝”，是做好各
项工作的基本功。干部
走基层，不是为了拍照
留痕，也不是为了过关，
而是为了体察民情、了
解民意、解决民困。希
望广大党员干部在走基
层的时候，自觉拒绝“表
演式”调研，俯下身子
深入群众、心到群众，
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
基层群众的真实想法，
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及
时性和科学性。

■江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