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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犯法不应成为法治社会的绊脚石

　　昨日（7 月 24 日），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官方
媒体发布了一篇名为 
《农地必须姓农 海拉尔
区坚决依法遏制农地非
农化现象》（以下简称
呼文）的文章，该文称，
该市海拉尔区“把农地
非农化整治作为一项重
要的政治任务来抓”，
今年上半年对当地农业
用地非农化现象进行了
整治，并对部分农地或
直接在农地上建设的非
农设施，依法强制拆除。
　　该文表述称，广大
农民无不欢呼雀跃，拍
手称快。
　　诚然，不止呼伦贝
尔，全国各地占用农地
的情况均不在少数，这
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老
大难问题。耕地是我国
农业的基础，确保 18 亿
亩耕地红线的国策，关
系着全国人民的吃饭大
事，必须严格坚守，不
打任何折扣的执行。
　　但海拉尔区的农地
非农化专项整治却并没
那么简单。7 月 15 日，
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就
以《仅凭镇政府公告就
强拆 区委常委：拆迁户
没有上访权》为题披露
了海拉尔区农地非农化
专项整治中存在的诸多
问题。
　　呼文中以海拉尔区
奋斗镇养牛基地的专项
整治行动为典型，诠释
了海拉尔区农地非农化

专项整治工作的成绩。
但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
了解到，该养牛基地的
农地非农化是历史形成
的原因，至今已有 18 年
之久。
　　18 年的占用农地，
当地视而不见，却在今
年年初开展专项整治，
其原因，奋斗镇今年 1
月 25 日发布的一份名为
《关于奋斗镇农地非农
化专项整治的公告》已
经“不打自招”。该公
告称，进行专项整治的
原因是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第三巡视组发现海拉
尔区众多农地存在非农
化问题。
　　上级发现问题就立
马进行专项整治，而在
上级未发现前的 10 多年
内，当地政府一直处于
默许状态。究竟是运动
式唯上的整治，还是真
正的为农民办实事，已
经不言而喻。
　　主动作为是政府官
员的本职工作，也是负
责任的一种表现，如果
任何问题必须坐等上级
部门发现、督促才开展
工作，这样的官员就明
显有着不作为的嫌疑。
　　华夏早报 - 灯塔新
闻披露，海拉尔区对奋
斗镇养牛基地的拆迁，
仅仅张贴了一张奋斗镇
政府的公告，拆迁户根
本没有听证和行政复议
的时间和权利。
　　对于违法建筑，合

法的程序应该是当地镇
政府出具限期拆除决定
书、强制拆除决定书，
拆迁户还可以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
　　这些程序，海拉尔
区一项都没有走。而是
由区委领导带队，在很
快的时间内强制拆除。
这么急于拆除，让人不
得不想到是否为了尽快
给巡视组一个交代？
　　如果在拆迁前做好
拆迁户的工作，走好法
定程序，主动协助拆迁
户搬迁，想必也就不会
闹得如现在般沸沸扬扬
了。
　　违法建筑也好，合
法建筑也罢，既然拆除，
就有着一整套严格的法
定程序，众多法律条款
也对此早就做到了有法
可依。在依法治国大力
推进的当下，仅凭一纸
公告就实施强制拆除，
其程序之简陋，其意图
之迫切，未免有执法犯
法的嫌疑。
　　法治中国，不仅和
上层政策制定者有关，
还和地方官员、每一个
公民息息相关，每一个
公民都应该自觉守法、
敬法、畏法，法治中国
才能早日实现。而作为
政府官员，更应该成为
法治精神的捍卫者和先
行者。
　　在奋斗镇养牛基地
的强制拆除中，海拉尔
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竟然还爆出惊人言论，
其公然称“（拆迁户）
没有上访权”。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就此言论采访
海拉尔区区委书记杨国
宏时，其第一反应是“应
该不可能（这么说）”。
当然，杨国宏书记也并
未明言是否对此荒唐言
论进行深入调查。
　　官员的思维方式关
乎其执政理念，也关系
着其治下百姓的福祉和
地方的长治久安。如果
地方政府带头“忽视”
法定程序，带头破坏法
定程序，则依法治国终
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如果海拉尔区的专
项整治公开公正、程序
到位，想必拆迁户也没
有如此大的异议，也不
会到处上访，也不会怨
天尤人。当地养牛基地
涉及农地非农化的企业
和个人一共有 48 家，海
拉尔区目前仅拆除了 22
家，另外 26 家企业和个
人的建筑物却完好无损。
　　有拆迁户称另外 26
家与当地少数官员有着
或多或少的关系。对此
言论，我们不应妄自揣
测。但，选择性的拆迁，
无疑将成为拆迁户不满
的导火索。
　　政府如何面对媒体
和民众永远是一门高深
的学问，但究其根本，
无非是公开二字。对于
剩余的 26 家，当地政府
应该尽快出台一份拆迁

时间表，给群众一个交
代。而拆迁过程中的程
序不合法，政府也应该
进行反思，找出原因，
揪出问题，给出处理意
见。
　　当地官员的奇葩言
论，也无意中从某个方
面暴露了众多问题，所
谓上行下效，领导如此，
何谈队伍建设，何谈服
务型政府。海拉尔区主
要负责人对辖区官员奇
葩言论避而不谈，结果
必然是对呼伦贝尔这个
中国最美草原形象的极
大损伤，也是对政府形
象和广大群众的极不负
责。
　　亡羊补牢，尤未晚
矣。如拆迁程序合法，
当地应摆出证据，拿出
法律文书，用事实化解
误解。如拆迁法定程序
未到位，因此给拆迁户
产生的损失应积极沟通、
主动补偿。只有正面面
对、积极处理、公开公正、
严肃追责，才是依法行
政的最好办法。
　　依法治国长路漫漫，
需要几代人的坚守，也
需要千百个地方政府、
千万万个公民自觉践行、
自发保护，切莫让法律
法规成为一纸空文，切
莫让法治中国成为一句
空谈。 

█首席评论员 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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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一则“揭
露”贵州毕节孤儿院性
侵事件的图文消息传遍
网络，网友们纷纷投入
正义感十足的舆论大战。
然而，经过公安部门调
查，该事件被证实为一
则为博取关注而编造的
谣言。该调查结果一出，
网友哗然，转而讨伐谣
言制造者。但在整个谣
言传播，舆论一边倒的
过程中，公众本身就没
有责任吗？或许，他们
的非理智和情感用事才
是谣言传播中最强劲的
催化剂。
　　人人都可以发声的
网络时代，谣言不再少
见。如果说谣言编造者
企图制造舆论风波，那
么谣言的扩散者就是在
推动社会陷入舆论漩涡，

如果一则谣言出现，人
们不给予关注，那谣言
就得不到多向度的蔓延，
其后续影响力将大打折
扣。所以，通过惩治传
谣者从源头遏制谣言固
然重要，但谣言出现后
公众对它的情感态度就
成了决定谣言传播走向
的关键。
　　谣言制造者往往充
分把握公众的心理弱势，
懂得如何在舆论场掀起
千层浪。首先是谣言中
敏感词的使用，“儿童”、
“性侵”、“孤儿院”
等敏感词汇的叠加给公
众描绘一个黑暗社会的
画面，能够瞬间激发公
众的正义情感，这种既
定情感在后续辟谣阶段
也威力尚存———贵州
警方发布谣言通告时，

竟还有不少网友认为这
是政府在企图掩盖事实。
面对如此狡猾的谣言，
我们每个人首先要做到
的保持理智。
　　鉴于谣言的爆发点
大多在于拥有较大粉丝
体量和网络活跃度的“大
v”的表态，网络“大 v”
更应该在“站队”之前
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话语
影响力，要具有比一般
公众更敏谨慎缜密的思
维能力和自我情感的控
制能力。粉丝也要保持
思维的独立，不要被自
己关注的意见领袖牵着
鼻子走。但现实是，公
众普遍都常常按捺不住
自己的情绪，看到一面
之词就义愤填膺评论转
发，后果助长谣言的扩
散，加大社会恐慌，有

时还以消耗政府机关公
信力为代价。公众的社
会正义感是值得肯定的，
但正义感的抒发需要有
以事实为基础的前提条
件，以不损害社会利益
为保证。
　　网络时代的谣言大
多都已经图、文、视频
并茂，编写的“新闻”
看上去越来越真实可信，
但却也非无懈可击。在
本次”孤儿院性侵”谣
言中，有网友就通过仔
细对比，发现了谣言中
作为主要证据的图片都
是由正常照片二次制作
而成的，谣言不攻自破。
所以，公众的情绪不能
带来真相，只有耐心思
考才能破解谣言。公众
对信息的分析能力要与
谣言传播能力共同增强，

要知道技术的存在可以
让眼见不再为实。一方
面，可以细究谣言之漏
洞，另一方面，所谓“兼
听则明，偏听则暗”，
在了解多方信息后再进
行是非判断也不迟。
　　总而言之，要想有
效减少谣言对社会的侵
害，除了依靠公安机关
提高调查取证的效率，
在第一时间用可靠的证
据辟谣，更要寄希望于
公众在纷繁信息中保持
清醒，三思而后转发，
不要在瞬间泛滥的情绪
中失去判断能力，沦落
为谣言传播的助推器。

█邢冲

勿让情绪成为谣言传播的助推器

——兼评《农地必须姓农 海拉尔区坚决依法遏制农地非农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