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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别让孤楼一直“孤”着
■王国荣

案值小
意义不小

■薛建国

别让PS毕业照冷了学子心
■项建达

房屋拆迁，最难的是谈条件，即怎么补偿，

拆迁双方总是很难一拍即合。尤其农村私房

成因复杂，这谈判协商就非一日之功了。于

是，就出现了像本报6月18日3版报道的“钉子

户”——瑞祥大道与罗阳大道交叉口附近的一

片空地上，一栋 5 层高的落地房孤零零地矗立

着，显得特别突兀。

类似孤楼并不少见，在各地都出现过“最

牛钉子户”。瑞安这栋孤楼，谈判了3年多还未

拆，关键还是补偿的问题，作为房主一方，觉得

目前村里给出的补偿待遇尚未达到他的“心理

价位”。这个可以理解，房主在这种被动境遇

下，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不因建设而受到损

害。以崇高的“大局”境界去要求每个拆迁户，

为大局牺牲个人“小局”，这太不现实。何况，“公

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根本大法的

这一规定出发，拆迁户的利益也并非是小局。

事实上，也不见孤楼主人狮子大开口，只

是要求拿到与现有房屋相同的面积指标，再加

上店面换来的面积指标，而且自知是“外来户”

身份，有点低人一等的卑微感，不奢望享受与

本村人有590 多平方米的补偿待遇。因此我们

也不妨换位思考，住在这断电、断水、看上去风

雨飘摇似的孤楼里，谁都不好受。如果不是拆

迁，郑家人也许会过着平静的日子。安居乐业

人心所向，恐怕没有人会有哪份闲工夫，要无

缘无故地去“影响”村子的建设。

农村房子拆迁，涉及宅基地、自留地等复

杂因素，谈判协商起来确实会有难度，补偿“内

外有别”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如果按渔墩村

党支部书记冯金祥“一视同仁”的说法，无论是

本村人还是外来户，拆迁补偿都是每户 290 平

方米，那本不该发生心理不平衡的事。如果把

本村人另有“安置留地”的面积分配办法，比照

用于郑家对拆迁补偿的诉求上，也许谈判双方

会走得更近些，解决办法会更简单。

恐怕还是沟通太少的缘故，因为房主“郑

明炯长期在国外做生意，3 年间见面协商的次

数只有两三次”，而他妻子在村里“平时碰到的

机 会 不 多 ，她 也 没 有 主 动 找 村 干 部 协 商 拆

迁”。这样的话，相关的村干部能不能“主动”

些，多上门找房主的家属好好谈谈？而不是任

孤楼“孤”着——反正你离旧村改造地块红线

还有20米，也用不着强拆，你不拆也随你，最后

吃亏是你自己，既得不到 40 平方米奖励，还有

可能受台风的侵袭。

但愿这是一时之“气话”。我想，真从村里

建设大局出发，有关部门和村干部还是会掌握

主动的，会坦诚相待，积极耐心与房主沟通，争

取在台风季节来临前让其“脱孤”。这也可看

作是学习诸葛建武精神的一次实际行动。

武汉城管被曝白天巡逻执法，晚上

路边摆摊。

（陶小莫 画）

从未打过官司的温州市民何先生，最近

为了一张 50 元的人行道违停罚单，把鹿城

区城管告上了法庭。此案的焦点只有一个：

何先生表示他的车子是临时停放在某单位

门口，不是人行道；而鹿城区城管则认为，在

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

的地方，也属于法律规定的道路范围。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为区区 50 元钱打

官司实在犯不着，因为再简单的官司，也要

花费很大精力去应对，有这精力干啥不好

呢？这是一种不解。另外，不排除可能还会

有抱怨：滥用诉权，挤占有限的司法资源。

对此，我不敢苟同。

敢于较真的何先生值得钦佩，正如其所

说“我不是计较钱，我想要法院来主持评个

理”。懂得让法院来评理的人，首先是理性

的人，理性很可贵，它的反义词是冲动，两者

都是人的情绪表现。因为有冲动，所以有冲

突。让法院评理，促理性回归，是城市管理

的正途。

看这个案子，眼光不能光盯在谁输谁赢

上。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人是值得钦佩

的，他就是作为被告的鹿城区城管局局长。这

些年，民告官的案子有不少，但被告官员几乎

都不出现在法庭上，这是为什么？官员一般是

见过世面的，不太会怯场，大会小会报告做多

了，都很善于表达，再说，法庭也是一个讲话的

平台，他们是不该选择远离的。远离，是因为

他们不能接受个人权利对公权的挑战。其实，

这种认识是自私的，公权是属于国家的权力，

是人民赋予的，不专属于个人，公权不公，公民

有权质疑，有权叫板，这是在推进社会进步，这

是法治之幸，可这个理就有那么一些人参悟不

透。被市民起诉了，在法律关系上虽有原被告

之分，但双方不是对立关系，因为从密切联系

群众要求看，被管理者就该是管理者密切联系

的对象，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敢于面对，即使

在法庭上。不管是官是民，用法律手段解决问

题说明法治的进步。

这个案子终究会有个输赢结果，但实际

上我们大家都是赢家。单位门口属不属人

行通道，城管可不可以贴罚单，这不是何先

生一个人才会碰到的问题。假如城管赢了，

我们就会不犯或少犯何先生一样的错，城管

依法行政也就会得到更多理解和配合。何

先生打这场 50 元钱的官司，实际上是成了

我们大家的诉讼代表，价值远不是用 50 元

钱可以衡量的。

近日，一条“拍毕业照，校领导是‘PS’上

去的”的消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据报道，

江苏宿迁青华中学高三 19 个班的毕业照

上，坐在前排的 14 位学校领导除了最左边

一人不同外，其余的 13 人竟然“惊人一致”，

从服饰到坐姿、表情，甚至连地上的影子都

完全一样（详见《扬子晚报》6月18日报道）。

不久前，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的“奇

葩毕业照”已让外界惊呼，现在宿迁该中学的

PS行为再度令人侧目。毕业照，记录着莘莘

学子对母校的美好记忆。多年的寒窗苦读，

即将告别母校，与校长与老师合影留念，原本

是件重大且有意义的事。然而，宿迁、杭州等

地的学校领导却以“工作很忙”为由，集体缺

席毕业照，之后又采用电脑合成的技术PS上

去，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看到如此荒

唐的行为，实在让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也让

学子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作为现行教育体制下的学校领导尤其

是校长，工作忙，是可以理解的。学校领导

毕竟大小是个“官”，不但要经常参加教育系

统内部的诸多活动，有的还要时常参加党政

机关召开的各种会议，况且学校里迎来送

往、求人跑要的事情本来就不少，领导们想

要腾出半天时间拍毕业照，确实不容易。在

这种情况下，假如某位领导真的忙得不可开

交，不能参与拍毕业照，其实没关系；假如校

长因故不能出席，也没关系，适当调整一下

拍照的时间，笔者认为学生是能够理解的。

但问题是，人不来也就算了，学校不该利用

造假的技术让缺席的校领导堂而皇之地出

现在毕业照上。更令人觉得不该的是，PS

一次也就罢了，学校还打着“为了节省学生

时间”的幌子，来搪塞敷衍学生，这不明摆着

欺骗人吗？

其实，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学校领导

不会不知道；拍毕业照对学生而言又意味着

什么，领导们也不会不清楚。前段时间，网上

报道了贵州大学新任校长郑强与 8000 多名

毕业生一一作别，从上午一直站到下午整整

站了 7 个小时，难道他不累吗？浙江大学时

任校长杨卫用一天半的时间同所有毕业生握

手拍照，握手次数一万多次，难道他不忙吗？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为学

校赢得了美誉，也向社会传递了一种正能

量。说到底，校长领导们的“忙”与“累”只是

表面原因，对学生缺乏基本的尊重才是问题

的根源所在。学校本就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场

所，现如今如果连校领导都守不住诚信的底

线，还奢谈什么教育，如果连校领导都做不到

“身正为范”，又怎不让学子们感到寒心？

PS 毕业照，PS 上去的只是几个校领导

的头像，在学子心里失去的却是整所学校；

PS毕业照，别让学子们真的冷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