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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元中
近日，江西南昌一名8岁

女童被恶犬咬成重伤一事，持
续引发关注。8月25日下午，
王先生的妻子和8岁的女儿在
小区散步时，一条恶犬突然冲
出，咬住王先生女儿的臀部往
车底下拖，怎么也不松口，孩
子的肠子都差点被咬出来。
被送医后，经过3个小时的紧
急手术及住院治疗，一周后孩
子才脱离生命危险。王先生
的妻子为保护女儿与恶犬搏
斗，全身也多处受伤。

该恶犬系一只未办理养
犬登记的罗威纳犬，且系《南
昌市养犬管理条例》明确禁养
的危险犬。事发后，警方对涉
案犬只予以没收，并协调犬主
进行赔偿，对于应否追究刑事
责任问题未置可否。王先生
希望警方追究犬主的刑事责
任，“为女儿讨回公道”。

该案的确涉嫌构成犯罪，
触及刑事追责问题。报道称，
该犬有伤人前科，连犬主的姐
姐、姐夫都曾被咬伤，将其拴
在公共场所且绳长达4米，也
不给其套嘴套，如果女孩伤害
确实达到重伤程度，应当追究
犬主刑事责任。虽说我国并
没有明确规定犬只伤人的刑
事责任问题，但刑法却明确规
定了过失致人重伤罪。不是
故意而是过失，造成了重伤以
上后果，也构成犯罪。

近年来，各地恶犬伤人事
件频频发生，但犬主被追究刑
事责任的极少。注意刑法的
谦抑性、拿不准时别贸然采取
刑事措施是对的，但对造成严
重后果、确实涉嫌犯罪的，也
应依法追责，别让犬主轻易逃
脱刑事制裁。

由于人们习惯于根据对
后果的判断决定如何行为，因
此只有对造成严重后果或者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刑
事追责，才会倒逼着养狗的人
注意安全防范、不养禁止饲养
的烈性犬，并在发生伤害后果
后积极赔偿以获取受害人谅
解，最大限度遏制养狗之害。
如果对危害再大的养狗行为
也无可奈何，危害后果发生后
也不过没收犬只、进行民事赔
偿，就会因为不足为虑，难以
刹住饲养危险犬之风，遏制不
住养狗之害。

上述案件不仅伤害严重、
后续治疗期漫长、治疗费用巨
大，犬主支付4万余元后不再
支付费用引起道义上的谴责，
也因为社会危害大和王先生
要求刑事追责，引发了应否对
犬主和危害性大的养狗行为
进行刑事处罚的追问。

笔者认为，在考虑是否有
必要明确犬只伤人入刑的同
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也要考
虑刑事追责问题。对于切实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危害
公共安全的养狗行为，根据具
体情节与危害性，涉嫌构成犯
罪的决不轻纵，不能只当成一
般的民事纠纷。

恶犬伤人事件
别忽视刑事责任

□ 辛静
9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发布2020年8月全国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其
中违规公款吃喝查处问题数574
起，处理877人。2020年1至8月，
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问题
6287起，占享乐奢靡问题查处总
数的19.2%，居第三位。

统计数据让人亦喜亦忧：喜
的是违规公款吃喝问题占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
增量持续下降，忧的是其比重、
绝对数值仍然较高，违规公款吃
喝问题依然不可小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把治
理违规公款吃喝作为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着力点，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
持续发力，坚决纠治“舌尖上的
腐败”，收到良好效果，民众拍手
叫好。明目张胆的违规公款吃
喝的确比较少见了，但在一些地
方，内部食堂、培训中心、农家乐
等隐蔽场所成为违规吃喝、公款

消费的“隐秘的角落”。
虚列名目、化整为零，异地

吃喝……巧立名目套取资金，精
心包装蒙混过关，这是公款隐秘
消费的基本路数。阳奉阴违、里
应外合成为某些“小团体”的集
体默契，隐形变异的公款吃喝，
弥漫着享乐奢靡歪风，严重违反
了反腐倡廉、禁止违规公款吃喝
的铁律，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
的公信力。

主体隐蔽、手段隐蔽、场所
隐蔽、资金来源隐蔽，这些都为
新型违规公款吃喝披上了“隐身
衣”。然而，根据“隐身衣”的原
理，再巧妙的“隐身”，也躲不过
多波段电磁波的探测。紧盯关
键环节，多管齐下、辨证施治，违
规公款吃喝的“隐秘角落”就能
有效清除。

首先，加大发票管理力度，
大力推广电子发票。“假发票”猖
獗，加之一些单位开具发票缺乏
有效约束，让虚假票据套现成为
违规公款吃喝的常用手段。对

此，要利用信息化手段，将公务
餐饮的具体名目、数量、单价等
内容详细记录在信息系统和发
票票面上，同时财政、税务部门
要强化监管，认真和行政事业单
位进行交叉比对，有效降低虚假
发票蒙混过关的可能。必要时
不妨采用举报有奖的方式，提高
发票被非法利用的门槛。

其次，强化公共财政监督机
制。一些监管责任缺位，浮于表
面，难以起到真正的规范约束作
用。变异的违规公款吃喝虽然
新奇而隐蔽，但并非无迹可寻，
相关支出在财务报表和流水账
目中难免会露出马脚。如招待
费超规定支出，“办公用品”“电
脑耗材”之类的反常发票，以及

“重大文件起草费、行业业务咨
询费、咨询服务费”之类找不到
制度依据的明细科目，往往成为
一笔糊涂账，为一些部门和个人
大胆“操作”留下可乘之机。对
此，各单位要建立“一函一菜单”

“一卡一发票”“一月一报备”的

制度，从开支终端挤压做手脚的
空间。

当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
绕常态化疫情防控、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等重大决
策部署，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充
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发展
的作用。我们要锲而不舍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四风”树
新风并举，大力弘扬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优良作风。要严格财
经纪律，全面执行并不断完善预
算和财务管理制度，强化监督管
理，同时拓展监督网络，织密执
纪之网，严厉查处大吃大喝、违
规公款吃喝等铺张浪费和腐败
行为。

中秋、国庆将至，广大党员
干部要严守纪律要求、远离“节
日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
盯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和违规
公款吃喝等违纪违法行为，对顶
风违纪和“隐秘角落”从严查处，
严防节日期间“四风”反弹回潮。

当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常态化疫情防控、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等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
行、促进发展的作用。我们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四风”树新风并举，全面执行并不断完善预算和财务管理制
度，强化监督管理，严厉查处大吃大喝、违规公款吃喝等铺张浪费和腐败行为，严防节日期间“四风”反弹回潮。

消除违规公款吃喝的“隐秘角落”

像体育这样相对需要专业知识的领域，部分领导干部缺少应有的专业性以及对专业应有的敬畏，与此同时，为数不多的专业领域的
领导干部有退位的趋势。这其中有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专业领域的领导干部，在表态和执行上级意图上不够坚决，结果就是慢慢失去
了话语权。失去了专业的纠偏，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哪怕初衷是好的，也很容易闹出笑话来。

专业事，别让技术领域的领导干部失声

□ 王继洋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正

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
暨东京奥运会达标赛上佳绩不
断，但是也发生了一些让人感到
匪夷所思的事情——— 预赛拿到
第一，甚至打破亚洲纪录、全国
纪录的选手，却因为体能测试的
成绩不理想，无法晋级决赛。在
之前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
因为多名短跑、投掷、跳跃等项
目的优秀运动员未能通过体能
测试而无法参赛的消息就引起
过业内质疑。

说实在话，看到这样的事情
觉得特别难过，因为体能测试规
则刚出来的时候，但凡有点常识
的人就知道会出问题，却没有谁

敢站出来说不。
在9月29日的全国体操锦标

赛女子跳马决赛重，由于体能测
试被淘汰的运动员太多，总共只
有5人进入决赛，由于参加决赛
的选手实力相差过大，导致决赛
出现了更为戏剧性的一幕：第四
个登场的小运动员，第二跳选择
了一个难度系数小到几乎业余
选手也能完成的动作跳完，却依
然是全国第五名。

如今，一项又一项的全国比
赛搞出了一个又一个笑话，而主
管部门却风平浪静，一副“你们
也不懂，懒得跟你们解释”的
架势。

为什么会这样？梳理事情
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其中的诡
异之处。这次的体能测试，起源
于去年的体能大比拼，从媒体报
道的口径来看，这样的大比拼，
初衷是为了“让运动员了解自己
的体能状况，在之后的训练中有

针对性地练习”。当时的比拼似
乎以趣味性为主，运动员也都积
极参与。

转折点来自今年7月15日国
家体育总局颁发的一个文件，将
体能测试提高了竞技领域的高
度，性质瞬间就变了。随后的媒
体报道就可以看出端倪，比如依
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不少田径
项目的冠军因为体能大比武成绩
排名靠后，直接无缘全国田径锦
标赛。而各地体育局也越来越重
视体能测试，甚至将体能测试与
训练津贴挂钩。估计刚听到这个
消息时，运动员会有晴天霹雳的
感觉——— 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练
专项的，忽然要变成“铁人三项”
一样的综合比拼，一肚子委屈，却
不知道该找谁去说理了。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不太
严谨的结论，是像体育这样相对
需要专业知识的领域，部分领导
干部缺少应有的专业性以及对

专业应有的敬畏，与此同时，为
数不多的专业领域的领导干部
有退位的趋势。这其中有个绕
不开的问题，就是专业领域的领
导干部，在表态和执行上级意图
上不够坚决，结果就是慢慢失去
了话语权。失去了专业的纠偏，
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
哪怕初衷是好的，也很容易闹出
笑话来。

从体能大比拼到体能测试，
整个事情发展荒诞而又诡异，而
这样的事情又不仅仅出现在体
育领域。很多看似荒诞的社会
现象，拆解来看，其实每一步对
于执行者而言初衷都是好的，甚
至是当下情况的最优解，最后展
现的实际结果却谬以千里。我
们梳理整个事情的发展，是希望
一些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方针政
策时，能够多听一听专业领域领
导干部及民意，而不是仅仅让权
力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网络吃播有猫腻，
假吃催吐不稀奇。
监管挥刀严整治，
不良风气举白旗。

近日，因为假吃、催吐等浪费粮食的行为，“大
胃王吃播”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记者注意
到，一些曾经以“大胃王”作为招牌的主播，在近日
或是被网络直播平台封杀，或是主动撕掉了这个
标签转行做美食主播。除了舆论抨击和网络直播
平台的整治，立法机关也向存在假吃、催吐等行为
的“网络吃播”现象出手。据9月29日《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