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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宇杂谈】

期待特赦制度的重

启，开启尊崇宪法、宽

严相济、 慎刑恤囚的

法治文明新篇章。

特赦部分罪犯彰显刑罚的人道主义

刘武俊

尘封

40

年之久的中国特赦制度

或将重启

。

近日

，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

案

。

草案规定

，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

对

2015

年

1

月

1

日前正在服刑

、

释放

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

实行特赦

。

特赦是一项国内外皆有先例可循

的重要刑事政策

，

大多选择在国家节

日

、

庆典或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实

施

。

例如

，

德国的圣诞节赦免

、

韩国的

光复节赦免

、

泰国的国王庆生赦免等

。

所谓特赦是指国家依法对特定罪犯免

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

，

也是一项国

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

。

特赦并不是

舶来品

，

而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法律文

化的组成部分

，

中国历史上就有大赦

、

特赦

、

曲赦

、

别赦

、

减等

、

赎罪等大大小

小的赦免上千次

。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

来

，

以特赦的形式宽恕一部分罪犯

，

能

感召

、

教育和挽救更多的罪犯

。

这次特赦是

“

八二宪法

”

后首次实

践特赦

。

在当代中国

，

特赦制度是有宪

法依据的

。

新中国成立后

，

根据宪法

，

国家先后进行过

7

次特赦

，

最近的一

次是

1975

年

，

此后

40

年没有再特赦

。

现行宪法规定

，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特赦

，

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

，

特赦部分服刑罪犯

，

宪法的创新实

践

，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

义

。

特赦可以使这项古老的中华法治

文明进一步发扬光大

，

创新宪法实

践

，

积累德政

，

展现执政自信

，

彰显刑

罚的人道主义

。

从国家层面看

，

可以

向国际社会展现开放

、

民主

、

文明

、

法

治的大国形象

。

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相结合的层面看

，

有利于弘扬依法

治国的理念

，

体现慎刑恤囚的历史传

统

，

形成维护宪法制度

、

尊重宪法权

威的社会氛围

。

特赦的范围一般都是有限制的

。

这次拟特赦的主要包括四类罪犯

，

一

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

中国人

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

。

对这类罪犯

予以特赦

，

目的在于突出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主题

，

体现本次特赦的历史

意义

。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

、

安全和领土完

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

，

但几种严重

犯罪的罪犯除外

。

三是年满七十五周

岁

、

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

服刑罪犯

。

对这类人员予以特赦

，

既符

合中国的历史传统

，

也符合国际上通

行的人道主义赦免原则

。

我国刑事立

法和司法实践中已体现了对

75

周岁

以上老年人犯罪予以从轻处罚的精

神

。

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

，

被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

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

，

但几种严重

犯罪的罪犯除外

。

对这类罪犯予以特

赦

，

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

为主

、

惩罚为辅的精神

，

能够实现刑法

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

特赦必须依法进行

。

特赦的政治

性

、

法律性很强

，

只有依法进行

，

才能

取得最佳社会效果

。

决定的作出

、

发

布

、

执行

，

都需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

规定办理

。

一旦该项特赦议获得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

，

将由国家主席习近

平发布特赦令

，

赦免这些罪犯

。

具体的

特赦程序将由人民法院依据特赦令

，

对每一个符合条件的罪犯依法作出裁

定予以释放

。

特赦令一旦发布

，

民政部

门也将做好被特赦的年老罪犯人群

、

生活无保障人群的社会保障工作

。

尘封

40

年之久的中国特赦制度

即将重启

，

尽管本次特赦只针对四类

罪犯

，

但特赦实践彰显出的刑罚人道

主义和国家的德政

，

无疑将产生辐射

全社会的感化效应

，

有利于形成举国

上下尊崇宪法

、

践行宪法的社会氛围

，

也将有利于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减少

不和谐因素

，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

期待特赦制度的重启

，

开启尊崇

宪法

、

宽严相济

、

慎刑恤囚的中国法治

文明的新篇章

。

（

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

总编、研究员

）

未来将会消失的五种工作方式

工作是为了创造价值

，

好的工作

制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

在美国作家

Jacob Morgan

眼中

，

现在的很多工作

方式都已经过时

，

他列举出了未来会

被更先进制度取代的五种工作方式

。

1、等级制度

现在基本所有的公司都是等级森

严的

，

上级命令下级

，

下级服从上级

，

这就造成了创造力和自主能力的匮

乏

，

还往往会错失人才

。

在未来

，

一个公司里所有的员工

都是平等的

，

没有等级制度

，

只有分工

职责不同

，

任何人之间都可以随意交

流

，

思想的自由碰撞产生巨大的创造

力

。

而且没有了等级的约束

，

员工会少

了很多外界的压力和事务

，

不用为处

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分心

，

可以更

加专注于工作

。

2、固定工作时间

目前社会最流行的工作方式是

“

朝九晚五

”，

每天工作固定的时间

，

一

切以时间点计算

。

这就造成了一定程

度上的生产力浪费

，

工作多的时候会

觉得人手不够用

、

时间不够用

，

需要加

班产生额外的成本

；

工作少的时候时

间都浪费了

。

在未来

，

工作时间是自由的

，

一切

视工作任务的具体情况而定

。

每个员

工合理支配自己的时间

，

不仅可以提

高工作效率

，

还为员工的生活带来了

更多便利和自由

。

只要做好分配制度

，

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和时间资源

，

就能

比过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

3、只把办公室

作为工作之地

办公室是工作的地方

，

家是休息

的地方

，

其它地方是其它地方

———

这

是我们现在的想法

。

但是这样的固化

思维容易把工作孤立起来

，

造成死板

的工作方式

，

工作效率也大打折扣

。

在未来

，

工作的地方是自由的

，

办

公室

、

家

、

咖啡馆

，

哪儿都可以作为工

作的地方

。

公司也不再限制员工必须

打卡上班

，

只要完成工作即可

，

灵感来

了

，

随时随地都可以办公

。

4、高管和经理

控制所有信息

现代社会是信息爆炸的社会

，

及

时掌控所有信息才有机会在残酷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

。

然而很多公司的高

管和经理控制所有信息

，

重要信息传

递不到低层员工那里

，

他们才是工作

的直接执行者

，

因而很难完美地完成

工作

。

在未来

，

公司将没有等级制度

，

员

工之间也是自由的

，

关于工作的所有

信息都会流通到最需要的人那里

，

重

要的信息也会在所有人之间共享

。

信

息在公司内部的自由传播会使公司的

发展更迅速更健康

。

5、员工年度审查制度

每到年末

，

各家公司都进行年度

审查

，

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年末公司工作的停滞

，

虽然员工获得

必要的奖惩

，

但从公司整体来说弊大

于利

。

在未来

，

不会再有员工年度审查

制度

，

员工的工作时间

、

地点都自由之

后

，

工作绩效也完全可以实时得出

，

每

完成一份工作就会有相应的记录

，

并

作出总结

，

以便员工进一步改善

。

这样

一来员工一整年的工作不再是为了年

终的审查

，

而是每个阶段都在总结进

步

，

最终获得更好的工作能力

。

摘编自 Forbes 与《世界经理人》

犁铧，梨花

王国华

�

《

耒耜经

》

记载

：“

辕有越

，

加箭

，

可弛张焉

。 …

所以进退

，

曰评

。

进之则

箭下

，

入土也深

；

退之则箭上

，

入土也

浅

。 …

横于辕之前末曰槃

，

言其可转

也

。

左右系

，

以乎轭也

。

辕之后末曰梢

，

中在手

，

所以执耕者也

。…

江东之田器

尽于是

。 ”

这一农具出现于

A.

春秋战

国

B.

西汉

C.

东汉

D.

唐

。

以上题目来自中学历史题库

。

看

完之后我笑了

。

中国古代的农具从出

现第一天

，

就在无尽的变化中

，

一时一

地尚有不同

，

用搞学问的态度来打量

农具

，

硬是给它划分阶段

，

搞出条条框

框

，

我只能呵呵呵

。《

耒耜经

》

是唐朝著

名诗人陆龟蒙撰写的专门论述农具的

经典著作

。

但在当时

，

可能就是一部工

具书

，

介绍一下农具的来源

、

结构

、

使

用方法等

。

虽然这些文字现在读起来

很拗口

，

如

：“

耒耜

，

农书之言也

，

民之

习通谓之犁

。

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镵

……”

古人读时不一定为难

，

毕竟是非

常普及的生活用品

，

随时能看到

，

可以

跟书中提到的名词一一对上号

。

那么

，

陆龟蒙介绍的这个东西叫

什么呢

？

就是今天的犁铧

。

说

“

今天

”

有

点不准确

，

这个东西

“

今天

”

几乎消失

了

，

而在我国北方的农村

，

到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还很常见

。

一些文章常常煽

情地提到

“

松软的土地

”，

其实土地大

多是很硬的

，

撒种前必须经过人工松

动

。

耒耜即为松动土地的工具

。

其外形

如木叉

，

上有曲柄

，

下面是犁头

，

用以

松土

，

可看作犁的前身

。

我记忆里的犁铧

，

应该是最后的

耒耜

，

其分为两部分

：

一部分为犁

，

一

部分为耙

（

此处读作

“

爸

”）。

犁为铁铸

，

下面是尖利的犁铧

，

像是特大号码的

箭头

，

可深深扎入土地中

，

划开土地的

皮肤

。

使用过的犁铧

，

被打磨得闪闪发

亮

。

上面是一根木制扶手

，

用以调整犁

铧的方向和深度

。

耙是一个长方形

（

或

正方形

）

的木框

，

类似东北农村常见的

狗拉爬犁

，

只是下面整齐地钉了一排

排铁齿

，

仿佛把五六个钉耙粘连在一

起

。

松动土地时

，

以马

、

牛

、

驴

、

骡等牲

畜在前面拉动铁犁

，

人在后面扶稳

，

铁

犁豁出一道道深沟

。

然后

，

再用牲畜拉

耙

，

人站在耙上

，

手牵缰绳固定住身

体

。

在土地上走一遍

，

把豁开的土地平

整一遍

，

便可播种

。

有犁无耙或者有耙

无犁

，

都是不完整的

。

我们附近有的村子把耙称为

“

拉

拉

”。

十里不同音

，

对农具的叫法也不

一样

，

但都很形象

，

体现了底层民众的

智慧

，

也体现了事物的复杂性

。

这种最原始的耕种方法也有危

险

。

比如牲口忽然受惊

，

猛地乱窜

，

扶

犁人或者踩耙人会被带倒

，

被犁或者

耙刺伤

。

大概是三十年前的八十年代

，

我家和邻居合作耕地

（

一家出牲口

，

一

家出农具

）

就发生了状况

，

忘记了当时

是我父亲还是邻居被牲口带倒

，

锋利

的耙齿从脚面上划过

，

鲜血淋漓

。

河北南部及京津一带

，

有一种梨

花大鼓

，

演唱者手持犁铧片伴奏

，

叮当

作响

，

颇有特色

，

后将犁铧大鼓错讹为

更文艺范儿的

“

梨花大鼓

”。

犁铧普及

、

易得

，

艺人们因陋就简

，

有什么用什

么

，

倒成就了一种不错的乐器

。

在北方农村

，

犁和耙如今基本消

失了

，

就像当年的呼机一样

，

倏忽不

见

。

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收割机

。

没有了

犁铧

，

也就少了耕种者和土地的一种

亲近方式

。

但我知道

，

农民根本不稀罕

这种听来颇具诗意的方式

。

实际操作

太累太辛苦

，

完全没有诗意

。

社会进

步

，

必然要抛弃一些东西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缘木求鱼】

即使“最宜居” 的北

京城， 满眼都是乌泱

泱的人， 有时候也难

免让人有点儿烦。

京城最宜居

木木

当年顾况跟初到京城的白居易开

玩笑

，

长安

“

米价方贵

，

居亦弗易

”。

可

见

，

在京城生活不易

，

似乎早就是历史

的惯例

，

并非始于最近这二三十年

。

不

过

，

奇怪的是

，

虽然

“

居大不易

”，

但人

们还是想方设法地往京城跑

。

前几天

，

某君在微信朋友圈里

“

发牢骚

”，“

北京为什么人这么多

？

下

班潮

，

这次真正地体验了一把什么才

叫寸步难行

”，

随着这句

“

牢骚

”，

还配

了一张地铁站台大厅里人头攒动的

照片

。

其实

，

这样的照片

，

也真是没啥

可稀罕的

，

早晚上下班高峰期间

，

北

京地铁站台

、

通道里

，

人挤得水泄不

通的场景

，

多得是

；

本人有一次就被

挤在东直门地铁通道里

，

足足

5

分钟

一动没动

。

是啊

，

北京为什么人这么多呢

？

要

回答这个问题

，

答案倒也简单得很

，

因

为北京实在是好嘛

！

如果不好

，

大概端

着枪赶

，

也赶不来这么多的人

。

北京有什么好的呢

？

哪儿哪儿都

是人

，

交通也拥堵

，

是名副其实的

“

首

堵

”，

空气也不好

，

而且衣食住行都不

便宜

，

看病

、

上学

，

似乎没一样儿让人

省心的

……

不过

，

人大概是动物界里

最善于权衡利弊的种类吧

，

虽然不好

、

不让人满意之处实在是多

，

但吸引人

的地方大概更多

，

否则

，

人们也不会打

破脑袋往这儿挤

，

北京城也不会臃肿

成今天这个样子

。

要具体说说北京哪儿好

，

恰巧得

很

，

几天前

，

经济学人智库推出了最新

的全球宜居城市排名

，

北京市的排名

居然又上升了

5

位

，

在全球宜居城市

排名中位列第

69

位

，

蝉联

“

中国大陆

最宜居城市

”

这一光荣称号

。

在这份排

名报告中

，

专家们把北京的好处表扬

得挺详细

，

在此无需赘述

。

还是讲讲身

边朋友的故事吧

。

老

Z

是陕西咸阳人

，

17

岁的时

候

，

部队到村子里招兵

，

由于他属于

“

高知分子

”，

人又机灵

，

外加虚报了

点儿年龄

，

于是很顺利地被招兵的首

长特招进了部队

，

直接拉到了北京

，

在军事基地和部队大院里一干就是

十多年

。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

趁

着

“

南巡讲话

”

的春风

，

老

Z

毅然决然

地下了

“

海

”，

其间

，

风风雨雨

、

痛苦欢

笑似乎一样都没落下

。

老

Z

这一

“

扑

腾

”

就是二十年

，

最终闯出了自己的

一片小天地

，

在圈子里

，

多多少少也

是个名人

。

尤其是最近这十年

，

老

Z

的事业

顺风顺水

，

与此同时

，

在生于斯

、

长于

斯的那个小村子里

，

他的威信也水涨

船高

，

亲戚无论远近

，

乡里无论亲疏

，

有事儿没事儿就逐渐地都喜欢找找

他

，

发展到最后

，

连选

“

村长

”，

竞选人

都会拉上他助选

，

县里的

“

大干部

”

来

北京了

，

也喜欢到他那儿坐坐

，

听他

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

；

老

Z

过年回

家

，

就更风光

，

村里人都会迎出去二

里地

。

老

Z

也用实际行动

，

回报了和回

报着乡亲们的拥戴

。

这几年

，

他几乎把

整个村子都搬到了北京来

———

远近亲

戚就不用说了

，

同村的乡亲

，

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一两个人跟着他干

，

而且在

北京买了车

、

置了房

、

扎了根儿

。

虽然

，

公司里满眼的亲戚

、

老乡

，

热热闹闹

的

，

有时候也难免让老

Z

感觉有点儿

累

，

但荣誉感

、

自豪感这种东西以及乡

里的崇拜

，

大约就是对人最大的褒奖

，

老

Z

对自己的生活

，

挺满意

。

其实

，

把全村儿搬到北京来的又

何止老

Z

这样的成功人士

，

老崔

，

在

本人居住的小区里专门回收废品

，

风

风雨雨

，

一干就是十多年

，

其间

，

陆陆

续续地

，

先是儿女

、

老伴儿来了北京

，

然后是远近亲戚

，

再然后

，

就是同村儿

的乡里

，

都搬到了北京

。

这几年

，

更是

索性连过年也不回老家了

。

走的少

，

来的多

，

北京的人又怎么

能不多呢

？

而且

，

随着

“

北京蓝

”

出现得

越来越频繁

，

想必

，

来北京扎根儿的人

就会越来越多

。

这事儿到底好不好

，

似

乎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虽然

，

中国

的首都

，

北京

，

最宜居

，

确实是个不赖

的赞扬

，

但

“

宜居

”

还是

“

不宜居

”，

毕竟

是个比较的概念

，

这儿宜居

，

肯定就是

别的地方有点儿不宜居

，

否则

，

谁愿意

背井离乡呢

？

所以

，“

北京最宜居

”，

大可成为一

面镜子

，

或者一个标杆儿

，

也算为其他

的那么一些还不太宜居的地方设定了

努力的方向

。

其实

，

谁不愿意祖国处处

青山绿水

，

人人安居乐业呢

？

跑来跑

去

、

搬来搬去

，

毕竟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儿

；

即使

“

最宜居

”

的北京城

，

满眼都是

乌泱泱的人

，

有时候也难免让人有点

儿烦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经济钩沉】

在北方农村， 犁和耙

如今基本都消失了，就

像当年的呼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