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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及法学专家回应，并不侵犯隐私

! ! ! !法制日报 山东省济南市警方定期在媒
体上实名曝光酒驾者的新举措，有人叫好，也
有人质疑其涉嫌侵犯个人隐私权。济南市交
警支队有关负责人昨日就此事向《法制日报》
记者作出回应：酒驾曝光是政府信息公开的
一种形式，并不侵犯隐私权。

!月 "日，济南交警支队首次实名曝光了
今年 #月查处的 !$%名酒驾违法者。济南市
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曹凤阳表示，今后将在媒

体上建立酒驾违法曝光台，定期对酒驾违法
行为进行实名曝光。特别是要对有一定知名
度的“名人”、公职人员，坚持依法查处、坚决
曝光。
“这一措施的法律效果还有待观察，不过

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曹凤阳说，从人
的心理规律分析，这样做应该对预防和减少饮
酒、醉酒驾驶违法犯罪行为起到较为明显作用。

不少首批被曝光的酒驾者认为，未经本
人同意将其姓名、车牌号公之于众，侵犯了他
们的隐私权。

曹凤阳不认同这种说法。
“车牌号公众在街上都能看到，不属于隐

私权范围。”曹凤阳说，隐私是与公共利益无
关的个人私生活信息，而醉驾者的行为已严
重影响了公共利益，不属于纯粹的私人行为。

他说，对酒驾者的处罚决定一旦形成，就
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可以公开”的事
项，政府可以从有益于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
决定将有关处罚信息予以公开。“而且我们会

注意把握好公布信息的尺度，并未公布如住
址、电话等其他无关的信息。”曹凤阳说。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公法研究中心主
任余凌云认为，只要不存在驾驶人是未成年人
等不宜曝光的情况，将酒驾者公开曝光，形成
舆论压力，可以大大强化执法效果。警方采取
这一举措是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制手段。

除在媒体上实名曝光外，此次济南警方
还针对酒驾连带出台了系列“组合拳”，如对
酒驾人员的相关信息建立“黑名单”并提供给
保监会，等等。 !卢杰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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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点名批评”成为一种常态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 ! !在近日召开的上海市审计工作会议上#针

对去年审计过程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市领导

在会上点名批评了相关部门$ 这一点名批评#

使责任者受到了触动#旁听者得到教育$

其实#像这样的%点名批评&近年来正渐渐

地多了起来#这是一种良好健康的现象$ 但是#

要让它成为一种常态#成为我们干部队伍建设

中的一种%习惯&#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点名批评&#前提是要有高度的责任感$

责任感来自无私无畏$ 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

虽然处在%上级&的岗位#但对一些错误的言行

明明看到#却不敢直面问题'揭露矛盾#而是息

事宁人'一团和气#更加谈不上%点名批评&$ 一

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责任感$一事当前#先替

自己打算#不是着眼于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看

重个人与下级的某种%关系&#计较自个儿的得

失和%选票&$ 因此#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尤其是

党员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就要敢说真

话#敢陈谔谔之词#敢说那些可能在当时听来不

好听#或者不好接受#但又是坦诚相见#不挟带

个人恩怨的批评性意见$ 这本身就是对党和人

民负责#对事业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

敢于%点名批评&#基础是了解实情$ 实情

来自严谨深入$ %点名批评&#是为了使错误的

观念得到修正'错误的行为得到纠正$ 而要说

服别人'纠正问题#必须先摸清底数'了解实

情#获得批评的依据$依据从哪里来(主观的推

测'感觉是靠不住的#只能来自基层'来自群众'

来自实践$ 这就需要放下架子# 深入到群众中

去#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有理有据#实事求是#

%点名&才能%点&到关键处#批评出结果来$

当然#%点名批评&也要掌握方法$ 方法来

自科学求实$ %点名批评&#不是%坏人名声&#也

不是一味地%板起面孔&$客观事物千差万别#人

的认识各不相同$正确地%点名批评&#就不能不

分主次'处处点名#不论大小'事事批评#而应该

抓住本质和主流#善于在取长补短中相互促进$

这就特别需要与人为善'坦诚相见#出于公心'

防止偏见$这样的%点名批评&#才有利于把每个

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发

挥出来#共同致力于推进工作和事业$

古话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真话如金#真话难得$ %点名批评&就是讲真话$

任何人#任何一个领导者#任何一级组织#在施

政过程中都难免会有过失和差错$我们发现了#

就要善意地' 诚心诚意地提出来# 帮助他们改

正$而不是知而不言#言而不实#当旁门%看客&$

也不是以此说三道四#%以一眚而掩大德&#片面

夸大问题$ 要做到这些#让%点名批评&成为常

态#无疑是个方向$ 解放日报 !鲁军"

唤归“海不归”
不能靠“除名”

太原理工大一纸通告引发热议

! ! ! ! !月的太原，天气没有转暖的迹象。太原
理工大学人事处处长刘光焕还在家过寒假，
但整个假期他都在焦虑之中度过。

!%## 年 #! 月，太原理工大学宣布对
#%&名公派出国逾期不归的教师解除编制。
作为人事处处长的刘光焕期望：也许有人会
在截止日期前回来？事实并非如他所愿。

滞留
公告是 #!月 #'日下发的，很快被人拍

下来传到网上，其后被网友广泛传播。#%&的
数字让一些不熟悉大学编制的网民觉得太
庞大了，“怎么这么多人滞留国外？”“教师的
爱国热情哪去了？”一时间，议论纷纭。

在刘光焕看来，这个数字并不吓人，太
原理工大学属于“!##工程”重点大学，#""(
年三校合并后有 )%%%名教职员工的编制，
目前有教员 #"%%多人，#%&人的比例不算太
高。而且这些都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
后逾期未归的，是二十年间积累的结果。

据记者了解，列入名单的 #%&人基本上
为 #"*)年至 !%%#年间公派出国进修，也有
极少数是自费出
国和探亲的。

事实上，教师
滞留国外的现象
在国内高校中并
非个案，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开始，中
国公派出国留学
人员中便屡屡有
人“逾期不归”。国家教委原副主任韦钰曾对媒
体透露，#"(*+#""$年间，国家公派 ),)万人出
国留学，回国 &,(万人，回归率为 *)-；单位公
派 *,$万人，回国 ),*万人，回归率仅为 '$-。
“当时大环境就是这样，好多学校都有

这种现象，并不是太原理工大学一家。”刘光
焕说。“相当多的人已经把学费交还给大使
馆了，本来钱数就很少，才 #年的学费，大约
几千英镑。”吴长建说。

对长期不归的教师宣布解除公职成为国
内高校不得已的举措。山东农业大学在 !%%'

年曾发文件决定“不再保留刘芳等 *(名逾期
不归出国人员公职”；!%%"年，武汉科技大学
对包含出国逾期未归者在内的 !%名长期不
在岗人员进行了处理；!%#%年，华中农业大学
决定“不再保留毕戈等 #'名出国.境/逾期未
归人员公职”；!%##年初，湖南大学清退包括
$名教授在内的 !$名出国逾期不归教师。

劝归
“学校一直在想办法让这些人才回来”，

太原理工大学外事处负责人吴长建说，之所
以到现在才取消编制，和太原理工大学采取
的感召政策有关。
吴长建说，#"*$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出

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明确规定，
未经批准逾期不归的，一年内停薪留职，一年
后是否保留公职，视不同情况由派出单位决
定。在人才资源远不如北大、清华的太原理工
大学，最终选择了争取这些滞留海外的人才
回归学校的做法———长时期保留公职。

逾期不归现象 #""$年以后开始改观。
吴长建说，#""$年，国家成立了国家留

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派出国留学要按照

“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
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制度化程序进行，再
加上国内这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大环境好
了，滞留国外的现象也越来越少。
“从 !%%#年开始到目前，太原理工公派

人员几乎没有滞留国外的情况发生了。”
教育部官员的讲话证实了上述说法。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刘京

辉秘书长在教育部 !%%"年第 $次新闻发布
会上公布：中国公派留学生规模从 #""$年
的每年不足 !%%% 人已增至 !%%" 年的每年
#!($"人。在应回国的 )'''&人中，实际回国
了 ))'''人，按期回国率达到了 "(,*#-。这
比 #""$年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据刘光焕介绍，逾期未归并非“不相往
来”。部分逾期未归人员为太原理工大学的
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科研项目的
合作、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学术前沿的
介绍上作用显著。

原因
!%#!年 #月 '日，面对记者采访，谷丰

收教授并不避讳
他曾经也是长期
滞留英国的经历。

#""# 年，&)
岁的太原理工大
学讲师谷丰收被
公派到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学习一
年。谷丰收是带着

老婆和上小学的孩子一起去的，一年的期限
很快到了，“这么短时间能学到什么呢，拿到
博士学位至少三年。而且孩子的英文刚有点
基础，至少应该在英国读完小学吧”。
谷丰收选择了留在国外继续读书，结果没

想到自己这一待，就在英国待了将近 !%年。
“其实每一名滞留者有着各自的原因。”

谷丰收说，除了自己和孩子的学业，让他最
终决定留在英国继续学习的，还有英国看重
能力的风气，在他所在的研究所，只要有能
力就能竞争重要职位。而当年的太原理工大
学还相对闭塞，很多职位都要靠资历。

谷丰收早就把自己公费留学的学费———
!%%%多英镑交到了中国大使馆。他现在是哈
德斯菲尔德大学高级研究员（终身职位）、博士
生导师，被太原理工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与谷丰收不同，太原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李瑞丰 #"")年开始曾在德国斯图加特
大学留学三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就立即回到
了国内。“那是因为志向不同。”李瑞丰说。

也有相同的，李瑞丰至今仍然留恋斯图
加特的黑森林和洁净空气、没有污染的河流，
还有固执认真的德国人，“浮躁从来就不跟德
国人沾边，德国人做什么事都那么踏实。”

尽管社会舆论对“海不归”的滞留人员
多有批评的声音，李瑞丰觉得自己颇能理解
他们。他认为国外优良的学术氛围、优越的
研究和生活、医疗条件，环保优美的环境，不
悬殊的贫富差距，清廉的官员都是促成公派
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原因。
“除名不是最终目的，吸引才是最重要

的。”刘光焕说，“办学条件的不断改善能使
人才流失的状况得到不断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 !马多思"

大学对滞留国外的教员解除编制的做法在国内并不罕见，
事件背后存在着制度、政策甚至国情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越来
越多的滞留国外者正转换着各种身份“回来”，对高校的管理者
来说，解决“海不归”现象已不能只靠“除名”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