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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鲶鱼”事件，仍未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历时 7 个多月，一
度沸沸扬扬的“北极鲶
鱼”事件，终于在今天
迎来了调查处理结果。　　
　　据廉洁深圳网 10 月
10 日消息，深圳市纪委
监委对深圳市原交通局
货运管理分局局长钟庚
赐（网友“北极鲶鱼”
的爷爷）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
查。
　　通报还指出，钟庚
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
律、廉洁纪律，并构成
严重职务违法，应予严
肃处理。经深圳市纪委
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给予钟庚赐开除党籍处
分，按二级科员确定其
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
违法所得。
　　回顾这起事件，今
年 3 月，网友“北极鲶鱼”
发布了“家里有 9 位数”、

家人“感觉贪了”、“润”
到澳大利亚等一系列言
论，其爷爷——深圳市
原交通局货运管理分局
局长钟庚赐，随后也进
入舆论聚光灯下，被质
疑涉嫌腐败问题。期间，
钟庚赐曾回应称，自己
“老老实实就这样干到
退休”，“一定要调查
清楚，怕影响我们单位
声誉和孙女读书”。
　　官方的调查通报，
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
光，打出了钟庚赐的真
实嘴脸。此前高调炫富
乃至嘲讽网友的“北极
鲶鱼”，恐怕也无法再
继续嚣张下去了。不少
网友表示，“求锤得锤”，
“大快人心”。
　　事实上，官方通报
发布后，有点赞更有质
疑之声。要知道，钟庚
赐存在“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
同类案件的处理，常有
“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
法机关”一条，但有关
部门对钟庚赐并没有作
此处理。其中的缘由，
不禁让人生疑：是因为
涉及金额未达犯罪标准
吗？
　　按照《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贪污、受贿一万
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同
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
应追究刑事责任。如果
钟庚赐受贿不足 1 万元，
官方通报完全可以予以
披露和说明，如此，“涉
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
关”一条的缺失，也就
不至于引发舆论的疑虑
和猜忌。

　　钟庚赐涉及的问
题，还包括“违规从事
营利活动”“违规兼职
取酬”。但遗憾的是，
官方的调查通报中，同
样只见粗略梗概不见详
尽数据。如此抽象的一
份调查通报，与历时 7
月的“投入”不相匹配，
也体现不出有关部门对
公众质疑的关切。
　　还要看到，即便钟
庚赐被查，甚至是“一
撸到底”，但从性质上
而言，仍然不过是“夫
人反腐”“前妻反腐”“坑
爹反腐”的新变种——
“孙女反腐”。换言之，
腐败问题一直存在，但
最终让它暴露出来的，
靠的却是腐分子的“内
部纠纷”或“内部失误”
等偶发因素。这意味着，
反腐机制仍有需要填补
的漏洞。一方面，在“钟

庚赐们”的腐败道路
上，权力监督机制何以
失灵？另一方面，对于
退休后的“钟庚赐们”，
现行反腐制度是否仍有
发力的空间？“退休不
是贪腐保险箱”，如何
成为一句更有威慑力的
警语？毫无疑问，这些
潜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层
问题，也仍然有待解答。
　　权力腐败，祸国殃
民。对“北极鲶鱼”事
件的调查通报，应当透
明且细致；后续的处理，
更应当“由表及里”。
唯有如此，此事才能划
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北极鲶鱼”，也才
能成为一条真正的“鲶
鱼”，促进反腐机制的
不断进步，促成更大的
反腐成果。

■张隐曜

治沙植物遭车辆碾压，环境保护还望“辙下有度”
　　近日，有网友发文
称，中秋国庆长假期间，
腾格里沙漠中大片用于
治沙的植物被自驾游的
越野车碾压，破坏植物
达到上万棵，“旁边就
是宽敞的柏油路，有些
人就是不走，偏离路面
来碾压治沙的梭梭林。”
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
大片沙地中植被稀少，
只有少量绿色植物。沙
地中的车痕与轮胎印清
晰可见，多处绿色植物
歪倒在车辙中，埋入沙
土。（10 月 7 日 上游新
闻）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
脆弱，同时也是中国荒
漠化、沙土化土地分布

最广的地区。在西北地
区植树种草，防沙治沙，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国家
重点关注并不断推进的
系统性工程。此次车辆
闯入沙生植物栽种区碾
压植被，不仅是对环境
的破坏，也是对治沙成
果与治沙人辛勤付出的
损害，令人痛心和愤慨。
　　从现场照片中我们
不难发现，在不远处就
是宽敞的柏油路，肇事
者却偏离原有路面来碾
压种植的治沙植被，丝
毫不顾这一行为对生态
的破坏。要是如此作为
只是为了沙地越野，逞
一时之快，那么其规则
意识，法制意识，整体

意识不可谓不淡漠。
　　一直以来，西北治
沙林木植被的保护都是
网络舆论重点关注的话
题。不论是前些年的敦
煌阳关林场毁林事件，
还是如今腾格里沙漠的
植被遭碾压情况，事件
的解决都需要通过各类
媒体，互联网用户的跟
进来凝聚社会层面的监
督力量。这种关注也是
对大众“环境保护意识”
的呼唤。只有调动起广
大网友的环境保护热
情，方能促进此类事件
的妥善解决。
　　同时，加强治沙工
程沿线的巡逻管控，加
固护栏，设立更多监控

摄像头等措施也十分必
要。既要做好前期保障，
让工作人员能及时发现
一些翻跃、破坏围栏，
踩踏、碾压植被的行为，
从而有机会劝返劝阻；
也要做好事后追责的准
备，不能让车辆肆意碾
压植被，破坏治沙劳动
成果之后“扬长而去”。
另一方面，更要完善治
沙植被保护的相关法律
法规。地方政府可以出
台相应的措施和条例来
制止破坏行为，或在事
后对其进行警告或行政
处罚。
　　沙漠化不可怕，但
人心的沙漠化，规范意
识的淡薄才可怕。游客

肆意碾压植物，追求所
谓的“越野快感”而不
顾他人治沙成果的损
失，可谓“非蠢即坏”。
沙漠沿线的治沙成本和
管理成本不低，唯有游
客具备良好的自我规范
管理意识，对沙漠化防
治中植被的作用有所了
解，从心底里重视环境
改善治理，才是应对此
类破坏行为的“治本之
策”。对此，社会舆论
需要监督，法律法规应
当约束，知识空白应该
填补，规则意识亟待养
成。

■梁宇飞

少转一条信息扣 10元，员工朋友圈岂能想占就占

　　10 月 8 日，九派新
闻从“问政四川”平台
获悉，针对网友投诉“学
校强制员工转发宣传信
息”一事，遂宁市高新
区管委会回复称，该校
（遂宁绿然学校）确实
存在宣传考核要求，现
已改为自愿转发，不会
扣钱。（10 月 8 日 九派
新闻）
　　众所周知，朋友圈
具有较强的私域性。《民
法典》规定，公民依法
享有隐私权。微信、
QQ、抖音是员工的个
人网络账户，手机是员
工的私人财产，都应当
由员工个人自主管理，
用人单位无权干涉。
　　遂宁绿然学校作为

集小学、初中、高中为
一体的民办寄宿制高端
K12 学校，强化对外宣
传，提高学校知名度和
招生吸引力，无可厚非。
但该学校制定《遂宁绿
然学校宣传考核与管理
办法》，强制要求员工
在个人账户转发宣传信
息，硬性一个月达 40 条，
少一条扣 10 元工资，这
不仅侵犯教职员工的隐
私权，也与现行法律严
重相悖。
　　根据《劳动合同
法》，学校倘若增加教
职员工的工作内容，必
须与员工协商一致，否
则员工可以断然拒绝。
而且，如果因为拒绝而
导致被学校处罚，学校

就属于违法惩罚。依据
《行政处罚法》规定，
罚款只能由行使国家行
政权力的行政管理机关
或者法律授权行使行政
权力的机构行使，用人
单位因员工未完成转发
朋友圈任务，就动辄罚
款，本身也是一种违法。
显然，这些法律以详细
规定，表明单位强制员
工转发朋友圈不合法
理。
　　值得关注的是，近
年来，类似强制员工转
发朋友圈的事件，屡屡
发生。今年 5 月份，重
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发
布了一则劳动争议典型
案例引发社会强烈关
注：在某妇产医院从事

驾驶员工作的陈某，因
不转发公司广告至朋友
圈被罚 1 万元并开除，
法院认定朋友圈内容应
个人自主决定，判决涉
事单位补发陈某工资 1
万元，并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5.08 万
元。
　　纵观昔日发生的类
似事件，大都发生在私
营企业，包括民办学校
等。发生的根源，一方
面是由于员工相对处于
弱势，面对这种家长式
粗暴管理方式，大都选
择息事宁人，心里愤怒
而嘴上不敢言；一方面
是打起官司来旷日持
久，维权成本高昂，令
多数员工面对打官司捍

卫自己的权利，望而却
步。
　　就遂宁绿然学校强
制员工转发信息事件而
言，尽管在舆论监督和
上级监管的双重压力
下，学校做出了转发推
送信息改为自愿转发，
不做强制要求，也不会
扣钱的决定，但这不能
成为该事件的终点。有
关职能部门必须依据现
行法律，加大对违法行
为的惩处力度，提高学
校的违法成本。否则，
类似员工朋友圈想占就
占的“新闻故事”，仍
旧会时有发生，成为“打
不死的小强”。

■吴睿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