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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

永州一对夫妻到法院闹离
婚，法官审理后判这对夫妻离
婚，并对其共同财产债务进行
分割：女方获得房子、地皮等
家庭财产；男方则获得女儿的
抚养权，以及未还清的贷款等
家庭债务和债权。而让男方颇
感离奇的是，判决生效后，审
理法官随后调任该院执行局，
对判决中涉案财产采取强制执
行措施，数月后与女方登记结
婚。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7
月 14 日开庭重审了这起离奇的
离婚案，将择日宣判。（7 月 22
日《三湘都市报》）

男女双方打官司离婚，女
方分到了家庭财产，男方分到了
债务和孩子的抚养权，按照常
理，离婚案如此判决确实不太寻
常，让人觉得判决不公，有猫腻。
尤其是半年之后，离婚官司的女
主角与断案法官结婚，就更让人
觉得不可思议，确实很容易给人
一种法官借断案“夺妻占财”的
感觉。但是，当事法官究竟有没
有“夺妻占财”，不能凭借感觉
下结论，必须交由法律定性。 

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法官借断案“夺妻”的论断不成
立。男女双方离婚之后都有再婚
的权利，断案法官也有追求女方
的自由，断案法官是在女方离婚
之后与之结婚，这样的婚姻本身
并无不法。最关键的是，女方离
婚行为本身与断案法官没有直接
关系，不是断案法官介入导致了
男女双方离婚，而是男女双方因
为自身矛盾才导致离婚。换句话
说，即便法官借断案与官司的女
主角相勾搭，也纵然他们结婚存
在利益输送，但在法律上不能
定性为法官借断案“夺妻”。

其次，从表面上看，在离
婚官司中获得财产的女方与断案
法官结婚，断案法官就凭空获得
了巨额财产，看上去是占有了女
方前夫的财产，可以称为法官“占
财”。但是，从法律层面说，断
案法官与在离婚官司中分得财产
的女方结婚，并不意味着断案
法官占有了女方及其前夫的财产。
按照婚姻法规定，女子在离婚官
司中获得的财产，再婚之后属于
个人的婚前财产，而不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断案法官与之结婚，
并没有就此获得女方财产的分
配权，只享有继承权。假如两
人离婚了，财产也全部归于女方。 

在这起事件或者案件中，
核心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这起
离婚官司的判决是否不公，另一
个是法官在判决离婚官司中，与
女方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如果离
婚官司判决不公，应当重新判决，
纠正错误的判决。如果离婚官司
判决存在利益输送，就必须依
法追究断案法官的法律责任，将
其绳之以法，这一切都有待离婚
官司重新判决之后来确定。

事实上，当最终结果还没
有出来之前，公众就一边倒的
将其定性为法官借断案“夺妻占
财”，归根结底是当前仍存在司
法腐败的现象，部分公众对司
法仍不很信任，“吃完被告吃原
告”是一些人对法官的刻板印象。
所以，很容易在事实真相没有查
清之前，就认定法官是“夺妻占
财”。可以说，公众对司法的不
满和不信任，比法官借断案“夺
妻占财”更严重，如果最终确
定法官借断案“夺妻占财”，对
司法公信力将会造成更大的冲
击。

法官借断案“夺妻占财”需法律定性

《因床位有限被学校拒收》 
拿着录取通知书入学也会被拒收？广州应届中考生小陈及其

家长（化名）声称遇到如此怪事。考生家长冯女士表示，学校说
孩子分数不够，建议他们另找他校。涉事的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
技术学校则回应称会接收所有被录取的考生，因宿舍床位有限，
近日便建议成绩较低者做两手准备，可能因沟通问题引起误会。

（7 月 23 日新华网）

如何解读“自杀率陡降”之诡异
文 / 邓海建
据香 港大学的研 究报告，在

2002 至 2011 年，中国年平均自杀率
下降到了每 10 万人 9.8 例，降幅达到
58%，已降至世界最低行列。其中最
大转变在于 35 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
率减少了90%。专家对此称为诡异
现象，“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的
自杀率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降”。

（7 月 23 日《中国青年报》）
生命弥足可贵，自杀率陡降自然

是好事一桩。此前，英国著名杂志《经
济学人》也曾刊文披露，“近 10 年来，
中国自杀率降低一半，达到世界最
低水平之列”；再往前，根据清华大
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2011年的论文：

“尽管全球自杀率在过去45 年上升了
60 个百分点，但中国的自杀趋势却与
之相反呈明显下降趋势。2009 年全
国自杀率为每10万人 7.95人，这已
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4/10万）。”
中国自杀率走低，基本是确凿的事实。

只是，这又是一个纠结的事实：
一方面，中国人勤劳而压力大，是自
古而然的事。早在 1894 年，在中国
度过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
溥就曾撰写了《中国人的脸谱》一书，

“从早到晚善于劳作几乎成为每个中
国人的特质”。及至2013年11月，《小

康》杂志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当中开
展这一调查，共2013人参与。彼时，
中国人的最大年度感受就是“累”：
有人“身累”，有人“心累”，有人“特
别累”，还有人“越来越累”……按
理说，中国人的心理危机状况并不乐
观。另一方面，正如专家所言，我国
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康服
务，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对避免自杀
进行大规模宣传干预。“这种下降不
是建立在精神卫生科学的医生、设施
等增加的基础上的。”这话说得不太
客气，也是不争的事实。譬如在我们
身边，确实很难找到大型专科精神
病院以外的精神卫生服务机构。

于是，陡降的自杀率只能从“意
外”处寻找原因，譬如中国的城镇
化进程。尤其是农村妇女，自杀率
降低被认为和城市化推进密切相关。
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最大一
个原因是她们远离了以往在农村唾
手可得的农药”。此外，进城打工也
使她们离开了以往来自农村的家庭
纠纷，比如就学、就医、饮食、家
庭内部劳动分配、婚姻及财产继承。
这样的分析，仔细琢磨一下，其实
散发着某种不宜深究的悲情意味。
因为，依照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
涂尔干的流行理论，城市化、现代

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
相互疏远和更高的自杀率。那么，为
什么中国的城镇化反倒成了自杀率的
克星？这个问题回答得更直接一点，
就是农村妇女进城不是一个正常的
安身立命的过程，而是因为户籍藩篱、
房价门槛等，需要为底线下的权益与
保障而拼尽全力——如此一来，再
无闲情逸致去思考生死命题。

一言以蔽之，中国自杀率的降
低，是以新市民权益与自由迟迟得不
到保障为事实前提的。

这尽管不是制度设计有意为之，
却客观上缓和了公民心理危机走向
极端化的进程。不过，随着全面深
化改革大幕启动，中国的“城市化、
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也必将走
向正态与健康，那么，自杀率还会
延续诡异的陡降之势吗？

叔本华说：“当一个人对生存的
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
选择自杀。”减少民众的生存恐惧，
这不只是一个情感问题。遗憾的是，

“当记者拨打北京、上海、深圳、杭
州等8个城市的自杀干预热线电话后
发现，不少已经变成空号”。在老龄
化与社会转型叠加的关键期，长远
而制度化的自杀干预，也许不能盲目
乐观于眼下略显诡异的自杀率。

“比基尼洗车”商业炒作应叫停
文 / 张立美

“鳌江比基尼洗车店，不知道
洗一次多少钱？”7 月 21 日，网友“平
阳草根新闻”将几张香艳的模特洗
车图上传至微博，引来不少网友跟
帖“求地址”。经记者核实，这只是
浙江平阳鳌江一家洗车店的商业噱
头，模特是店方请来的“临时工 ”。

（7 月 22 日《温州商报》） 
近年来，不少城市都有一些洗

车店在开业时，会邀请一些模特上
演“比基尼洗车”，把“比基尼洗车”
当商业噱头进行炒作，制造眼球效
应，从而吸引人气和宣传自己。应当
说，商家用比基尼美女当噱头炒作，
很恶俗，让人看着不舒服。不过，
在比基尼满街跑的当下，炒作“比
基尼洗车”也算不上挑战社会道德
底线，不必过度解读，更何况拿比

基尼模特当炒作噱头现象已经司空
见惯。

然而，有一点应当看到，美女
模特在洗车店上演“比基尼洗车”秀，
其实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应当叫停。
从人性角度说，“比基尼洗车”即便
不能吸引驾驶员前来洗车，也会吸引
不少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经过时会
驻足欣赏观看或者留意，如此一来
会影响驾驶员开车，容易引发交通
事故。正因如此，在 2008 年，澳大
利亚墨尔本市一家洗车店推出的“比
基尼洗车”业务就遭到了当地政府
禁止。从安全角度说，不仅应当叫停

“比基尼洗车”的商业炒作，还应当
出台规定直接禁止“比基尼洗车”。

事实上，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洗
车行业，洗车店推出“比基尼洗车”
业务，一时间确实能制造眼球效应，

博得很多人关注。但从洗车店的长
远发展上看，洗车店要提高争抢生
意的竞争力，俘获消费者的忠诚度，
推动洗车业务的增长，只是靠“比基
尼洗车”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绝
大多数消费者去洗车店洗车，看重
的是洗车质量和服务水平，而不是
专门为了看比基尼美女。如果洗车店
不创新服务模式，不提高服务质量，
不提升业务水平，“比基尼洗车”最
初吸引的人气也会散去，洗车店也终
将落个关门倒闭的下场，国内一些曾
经靠“比基尼洗车”噱头炒作的洗
车店已经关门了，就是最好的例子。

总而言之，商家在进行商业炒
作时，既要考虑大众观感，还应考
虑安全。与其恶俗地炒作比基尼，
不如扎根提高服务水平，靠质量赢得
消费者的心。

最美教师月工资 400 元 让人情何以堪
文 / 钱夙伟
教龄 30 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

村代课老师王世明，因为从 1989
年开始出远门打工过 4 年，中断了
教龄，他至今没有转正，他认为，“可
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去年，他
被评为“最美乡村教师”，可除了
带回一块铜色的奖牌外，王世明的
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工资条上
还是雷打不动的 400 元。

（7 月 23 日《中国青年报》）
这让人匪夷所思。400 元工资，

又如何养家糊口？当然，于王世明，
是完全依赖自我精神在支撑，也正
是因为王世明“人各有志，我爱这个
职业”的执著，面对微薄乃至可怜
的收入，才能够如此地无怨无悔，“最
美，还最悲情”地坚守在乡村教师
的岗位。

和王世明一样，代课老师大多
在艰苦的边远乡村地区执教，于农
村教师资源的长期极度缺乏，正是

他们支撑了中国贫困农村的义务教
育。如王世明，9 年间，“创造了一
个不小的奇迹：没有一位适龄学生
辍学。”实际上，许多代课教师不仅
成为农村教学的中坚力量，而且还“桃
李满天下”。但如此巨大的付出，收
入却如此不相称地“倒挂”，实在让
人于心不忍。

400 元工资不知是按照什么样
的“政策规定”。本来，既然代课
教师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也就不
存在“代课教师”工资多少的问
题。然而，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
许多如王世明这样的“代课教师”
转不了正，而另一方面，乡村教
育还少不了王世明这样的“代课
教师”。也因此，“代课教师”依
然是个现实的存在，既然如此，“当
年与他一起代课的教师转正后拿
到了 4200 元”，王世明的 400 元
工资，显然太不公平。

或许，给事实上存在的“代课

教师”增加工资，这与代课老师清
退的“政策”有“矛盾”，缺乏政策
依据。但显然不是剥夺“代课教师”
正常的劳动报酬的理由。政策是人
制订的，况且，也应该服务于现实。

当然，现在大凡以当地财政
有压力为理由，这就更让人心寒。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样的工
资标准，且不说无法正常生活，
甚至无异于对这个职业这份工作
的羞辱。都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其实，一个再穷的县，恐怕也不
会穷到教师只能拿 400 元月工资。
显然，所谓“重视教育”，于不少
官员也不过是挂在嘴上而已。

无论如何，如果真正尊师重教，
提高事实上还存在又无法转正的“代
课教师”的收入，并非不可以解决。
其实，是否尊师重教，首先应体现
在对老师的人文关怀，体面的收入，
则是应有之义，而唯有这样的重视，
也才有教育的真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