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面来风

山花烂漫访龙潭
□刘向东

在我心目中， 大凡以龙命名

的地方通常会有美丽的传说和非

凡的景象。 由此联想， 安徽省安
庆市太湖县汤泉乡的龙潭村也一

定有着令人惊艳的景象。

果然， 一走进山花烂漫古樟

掩映的村子， 眼前的景致远远超

越了我的想象。 一道奔泻的山泉
从翠幽幽的崖间飞腾而出。 也许

是某种眷顾吧， 它飞流直下欢唱
着流经村口时忽然放慢了脚步而

汇聚成了月牙形的深潭。 潭水清

澈如镜， 映照着叠翠的山影和簇
簇山花。 两侧岩石突兀蜿蜒， 石

脊上的纹路形如飞龙， 故名 “龙
潭”， 村名为 “龙潭寨”。 传说古

时有年大旱， 眼看庄稼枯萎， 人

畜濒危。 百姓不得不引水灌溉，

就在深潭将要见底时， 一条飞龙

腾空而起。 瞬时， 乌云密布， 天
降喜雨。 从此龙潭寨风调雨顺，

人畜兴旺。 尤为可喜的是， 自古

以来当地的百姓视龙潭为生命，

精心呵护着龙潭的山山水水， 而

且坚持不懈地传承着源远流长的
民间风情和乡土文化， 让古老的

村寨永远焕发着龙的活力。

有缘的是， 陪同我们的龙潭

村主任斯家松就是一个十分执著

的乡土文化传承者。 他说： “我
们祖祖辈辈喝的是龙潭水， 吃的

是龙潭米。 龙潭的山水有灵气，

只有保护好生态， 传承好乡俗，

才能惠及子孙， 也无愧于龙的传

人。” 看得出， 他的话也让身边
的村干部胡良胜、 胡寿南和安徽

“五千年文博园” 主任孙明玉等
当地领导频频点头而自豪无比。

据介绍， 斯家松自 1996 年担任

村主任至今， 从未忘记自己是龙
潭人， 也从未有丝毫怠慢龙潭的

一草一木。 不论工业时代如何鼓
动， 也不论商业氛围如何喧嚷，

他永远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坚定理念， 始终如一地和村干

部们齐心协力带领全村百姓加倍地

保护着龙潭的山水生态和古村寨。

其实， 龙潭村原本就是大山里

的世外桃园。 无论走在哪里， 都会
油然想起陶渊明笔下的诗意风光和

山间野趣。时值春日，恬静的山村正

是一派云蒸霞蔚繁花叶茂的诗画景
象。 浅粉的海棠、艳丽的桃花、洁白

的梨花、金黄的菜花、淡紫的桐花，

和满山遍野的杜鹃， 还有炊烟袅袅

的白墙黑瓦、小桥流水、田间耕作、

燕雀翻飞等自然景致交互映衬，绘
就了一幅山花烂漫清雅祥瑞的春光

图。面对如此景色，随同我们参观的
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张云华女士兴

奋地说， 龙潭村一年四季都有美不

胜收的自然风景和省级保护的古寨
建筑群。 这些景物都是写生创作的

最好素材。 下一步打算把龙潭古寨
作为艺术创作基地， 也好为宣传和

保护古村寨贡献绵薄之力。

东方明珠 雪瑛 摄

■灯下漫笔

“封其心眼 断其诱惑”
□沈 栖

闲书不闲。 近读明朝刘元卿

的 《贤奕编》， 其中一则寓言耐

人寻味———

猩猩好酒， 猎人便在山下路

边摆上美酒， 以为诱饵。 下山的
猩猩们见酒 ， 起先是骂猎人不

仁 ， 但终究抵挡不住美酒的诱

惑， 先是小杯， 后又端大碗， 越
喝越馋 ， 最后忘记了警惕 、 防

范， 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猎人
便将其捆缚， “无一得免焉， 其

后来者亦然”。

在动物世界， 猩猩是属于聪
明、 强悍的一类， 它们 “骂猎人

不仁”， 说明已识破猎人的设酒
有诈。 但 “酒” 令智昏， 原有的

心理防线全面崩溃， 行为渐趋失

控， 最后落入陷阱。 分析猩猩的
悲剧， 大致是走过了这么一个轨

迹 ： 警觉—智昏—失控 。 何以
故？ 《醒世恒言》 作者冯梦龙一

语道破： “眼里识得破， 肚里忍

不过。”

其实， “眼里识得破， 肚里

忍不过” 的现象又何止是猩猩之

于美酒？ 反观近年来曝光的大小

贪官， 大多是 “识得破” 而 “忍
不过”， 最终吞下 “诱饵” 而祸

延国家、 殃及自身。 广西柳州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兰树高因

受贿获罪后在狱中回顾自己当初

贪赃枉法的经过和感受时称： 起
初有人行贿， 他很反感， 还骂过

行贿人， 继而以 “下不为例” 为
借口收下了第一笔贿金。 “受贿

就好比喝酒， 碰上好酒， 一杯接

一杯， 飘飘欲仙地不知道停手。”

兰树高对他人行贿反感且骂之，

至少说明其当初良知尚未完全泯
灭， 有所警觉， 从 “下不为例”

地收下第一笔贿金开始， 他心理

失控 ， 一路下滑 ， “不知道停
手”， 以致深陷罪恶泥潭而不能

自拔。

一则闲书里的寓言， 一则现

实中的实例， 何其相似乃尔！ 猩

猩们面对美酒， 兰树高面对贿金
（巧得很 ， 兰氏也以 “酒 ” 喻

之）， 两者的心理嬗变和行为演

变极为相类 ， 悲剧的缘由都在

于 ： “眼里识得破 ， 肚里忍不
过”。

“眼里识得破”， 没有一点
理智是不可能的； 而 “肚里忍不

过”， 又反映其逐渐丧失了理智。

从理智尚存到完全丧失理智， 其
中有个转化过程。 催化这一过程

的因素是什么呢 ？ 对猩猩们而
言， 是酒的诱惑力， 而对兰树高

而言， 则是利的诱惑力。 这些诱

惑力可以使动物 （人也是动物）

逐步泯灭其善的一面， 随之迅速

膨胀其恶的一面。 那么， 怎样来
抵制这些 “灿烂的奸夫” （莎士

比亚对金钱的比喻 ） 的诱惑力

呢？ 防范措施固然多多， 有心理
的， 有行为的， 也有制度的， 法

律的， 等等。

这里， 我不妨援引一则 《清

朝野史大观》 中的轶事， 以资借
鉴———

道光年间， 刑部大臣冯志圻

酷爱碑帖书画， 但到外地巡视， 他

绝口不谈自己的爱好。 一下属知其

爱好后， 献一宋拓名碑帖， 冯原封
不动地退还。 下属劝他： “何不启

封一赏？” 冯答： “启封若是真品，

将会爱不释手； 不启封一赏， 权当

赝品也。 封其心眼， 断其诱惑， 任

尔物多美 ， 色多艳 ， 眼不见心不
乱， 其奈我何？”

好一个 “封其心眼 ， 断其诱
惑”！ 猩猩们之于美酒、 兰树高们

之于贿金之所以 “肚里忍不过 ”，

缺失的正是这样一种自警、 自律。

上述 《贤奕编》 里那则寓言结

尾处说猩猩们最后是 “无一得免
焉”， 并且还说 “其后来者亦然”，

有大量的猩猩重蹈覆辙。 现实生活

中， 不察殷鉴、 前 “腐” 后继者不
也是屡有所见么？ 看来， 要遏制腐

败， 除了制度约束、 监督外， 官员
们还亟须切实做到 “自重、 自省、

自警、 自律”， 而在心理上、 行为

上的 “封其心眼， 断其诱惑” 不失
为一药石。

■法官手记

记忆中的

典型案例
□余 凤

可能有些读者还记得 ， 20 世纪 90

年代末， 上海发生了一起社会轰动的银行

宾馆抢劫杀人案。 那起案件的刑事以及随
后的民事赔偿审理先后在我院 （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 进行。

整理历史资料时发现一张老照片， 记

录的是 2000 年 10 月 18 日公开开庭审

理的银河宾馆民事赔偿案， 《最高人民法
院公报案例 》 2001 年第 2 期刊登了该

案。

1998 年 8 月间， 一位女客人住进上

海银河宾馆， 被上门抢劫的犯罪分子杀

害。 宾馆监控设施反映， 抢劫杀人凶手在
寻找作案目标时， 两小时内七次上下宾馆

电梯， 而无人对其盘问。 被害人父母将宾
馆告上法庭， 要求承担安全防范不力的民

事赔偿责任。 而宾馆认为， 刑事犯罪具有

不可预见性， 承担责任的应是罪犯， 不是
宾馆。

在当时， 从案件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适
用上看， 该案是一起特殊的人身损害赔偿

案， 特殊性在于案件在实践中没有先例可

循， 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理论界也没有
现成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鉴。 合议庭最终根

据对法律原则和法律理论的理解 ， 从合
情、 合法、 合乎一般道德准则的视角， 以

宾馆未尽对住客的保护义务应承担违约责

任为由判决宾馆赔偿 8 万元。

该案判决书中的说理成为日后审理同

类案件的经典之言： “宾馆作为特殊服务
性行业， 应向住客提供安全的住宿环境，

保证宾馆内设施及环境安全， 恪尽最谨慎

之注意义务， 采取切实的安全防范措施，

使住客在宾馆免遭非法侵害。 否则即为违

反合同义务， 应向住客承担违约责任”。

除银河宾馆案外 ， 整理历史资料发

现， 我院审理的新亚汤臣泊车案、 云都浴

客猝死案、 大韩航空公司坠机案、 全国首
例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纠纷案、 全国首例

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全国首例操
纵期货市场案、 全国首例假币行政案等案

件， 均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取得良好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建院以来， 我院共 41 件案件入选最

高法院公报案例， 4 件入选最高法院指导
性案例， 入选各类国家级案例库的案件数

亦位居全国中级法院前列。 这些典型案例

部分是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案
件， 部分是推动法律规则制定或准确理解

和适用法律的典型案件。 我想， 这就是典
型案例的力量及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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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闲话

是“扶贫办”还是“扶己办”？
□李秋生

手机微信消息太多， 但有一条在

我头脑里难以 “删除”： 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
心主任范增玉贪污亿元被捕。 贪污扶

贫款上亿元， 真有这么多吗？ 为弄清
情况 ， 我上电脑搜索 ， 几份资料表

明， 范增玉涉嫌贪污、 受贿、 诈骗三

项罪， 涉案金额 6000 万元。 无论是
亿元， 还是千万元， 他都是一个 “老

虎”。 有人说： “没必要搞什么扶贫
了， 只要撤掉各地扶贫办， 把各级扶

贫干部家里的钱收上来， 再分给贫困

户， 贫困户自然就脱贫了！” 不能说
“洪洞县里无好人”， 但范增玉现象值

得重视。

面对 “天文数字”， 人们不禁要

问： 这究竟是 “扶贫办” 还是 “扶己

办”？ 虽然目下千万元、 亿元级 “老
虎” 已不稀奇， 但范主任的金额还是

能给我 “惊艳 ” 之感 ， 因为他是高
官， 且是扶贫高官。 6000 万应该能

办很多事吧？ 可以使上千户贫困户立

马脱贫， 可以建多所 “希望小学 ”，

可以建起相当规模的发电站。

这条消息解除了我长期以来的困
惑。 国家、 省、 市、 县几十年来年年

扶贫年年贫 ， 扶贫就像是神话中的

“无底洞”。 原来是扶贫办里有 “贫老
鼠”， 有关人员监守自盗， 偷梁换柱，

大笔扶贫款转到自己 “小金库” 里去
了。 否则， 若干贫困户或许早就 “脱

贫”， 而且进入 “小康” 了。 这算是

终极版恶作剧， 表面上道貌岸然， 普
渡众生， 骨子里却是想方设法在最可

怜的人头上捞钱， 对贫困户在温饱线
上挣扎无动于衷， 这不是一般缺德的

人干得出来的 ， 范氏是 “合格 ” 的

“两面人”。

这条消息使我倍感 “打虎灭蝇”

之重要。 腐败分子无孔不入， 似乎已

不存在什么 “净土 ” “底线 ” “禁

区”， 即便是与慈善机构齐名的扶贫
办也照贪不误。

由此我想到 ， 一个国家 ， 对管

人、 管钱、 管物的岗位严加管控是多
么重要！

扶贫人员选配时就要考虑到 “两

袖清风”， 谨防 “内鬼”。 对那些笃信

“当官不发财， 请我都不来” “靠山

吃山， 靠海吃海” “执笔三分主， 经

手三分肥”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

鞋” 等类似李洪志歪理邪说的人要打

入另册， 百倍警惕。 在选配方式上要

打破传统的 “委任制”， 应进行特殊
的考试选拔， 要有反腐心理测试， 要

有必要的面试。 据说有的外企在用人
面试时， 为检验应试人员的廉洁度，

故意在考场通道上抛下大面额钞票，

看考生捡到后能否第一时间交给考
官。 这种办法对选拔领导干部未必照

搬照套， 但也应设置类似程序。 除考
试外， 考察这一关也很重要， 一个人

即使能力很强， 但廉洁上有污点， 必

须打入 “黑名单”， 防止其成为 “超
级传播者”。

扶贫人员要定期轮换。 轮换也是
一种 “隔离”。 人是可变的， 一些人

一开始也是德才兼备， 清正廉洁的，

几乎 “高大全”， 但地位变了， 权力
变了， 环境变了， 就像 “大变活人”

魔术一般， 变得无法相认了。 定期轮
换， 才能 “流水不腐”。 我们要相信

人， 但更要相信制度， 人一旦起了变

化， 会变得自己都无法控制自己。

扶贫工作要加强跟踪监督。 在人

们印象中， 扶贫办是 “道德衙门 ”，

没人敢动 “救命钱”。 其实不然， 在

改革开放、 思想解放的大潮冲击下，

一些人没学上改革创新本领， 反而沾
染上 “污泥浊水”， 在攫取钱财上他

们的思想是很 “解放 ” 的 。 媒体披
露， 一位瘫痪在床的 70 多岁的老大

爷收到的扶贫物资居然是胸罩和超短

裙， 在一些 “天高皇帝远” 的乡村，

谁贫谁不贫干部说了算， 真正的贫困

户得不到 “雪中送炭 ” ， 不贫困的
“关系户” 反而能 “锦上添花”。 唯有

全程监督， 才能 “精准扶贫”。 纪律

监督部门要做扶贫反腐的 “吹哨人”。

从 “扶贫办” 人员贪腐， 到 “不

作为” 的黄石市卫健委主任唐某某对

该市抗击新冠肺炎情况 “一问三不

知”， 到 “官本位” 严重透顶的湖北
省司法厅退休副厅长陈某某因医院无

厅级病房， 拒绝去医院诊治新冠肺炎
等怪现象， 我们必须认识到， 虽然反

腐败斗争已呈 “黑云压城城欲摧” 之

势， 但当前干部的管理教育问题依然
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必须彻底消

除精神 “病毒” 对有关官员的毒害！

毛主席曾告诫我们 ： “治国就是治

吏”。 这句话不可淡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