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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锐

“眼睛花”不是“判错案”的挡箭牌

【事件回放】近日，三门峡市陕县法院判
决一起造成

3

死
2

伤的交通肇事案件。 在受害
人家属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的情况下， 陕县法
院以“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为由，对
肇事司机“从轻处罚”，判决有期徒刑两年。当
事庭长称自己当时“眼睛花”，才将案件判错
了。（

4

月
17

日中广网）

【读者点评】本来，法官判错案在所难免，

但拿“眼睛花”用作“判错案”的挡箭牌，显然
是对民意的敷衍。一句轻飘飘的“眼睛花”，毫

无诚恳道歉之意， 完全将法律的公正与正义
抛诸脑后。“判错案”跟“眼睛花”扯上关系，解
释过于牵强附会。

近年， 法院系统曾发生多起受争议的错
案，引发社会公众关注。“判错案”难免产生这

样的恶果：一是使无罪的人受到追究，二是使
有罪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此外错案还会
使人们对司法机关缺乏信任感， 使宪法的尊
严荡然无存。据审判长水涛表示，判决和事实
不符， 主要是因为湖滨区法院提供的赔偿证

明表述含糊，而当时自己“眼睛花了”。这充分
暴露出某些法官在办案过程中， 缺乏对人民
群众、对法律、对事实高度负责的精神，该调
查核实的证据不去调查核实， 该排除的疑点
和矛盾没有认真去排除，而是草率下判，一判
了之。

最近，河南省率先尝试错案追究，法官判
错案终身担责。如果此《办法》早前实施，审判
长还敢称“赔偿证明表述含糊”、“自己眼花
了”吗？错案发生后，法官将过错塞给了“眼睛
花”，这是我们所不能忍受的托词、借口。长此
以往，将有损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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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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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门飘出“祁氏”茶

在信阳毛尖茶系列产品中，信阳人大多
知道“五云两潭一寨”，而对于“一门”里也有
信阳毛尖茶则知之者甚少。事实上，按照信
阳毛尖茶原产地区域标定的地理位置，河
区潭家河乡的土门村，也是信阳毛尖茶的原
产地之一。

4

月
18

日，记者来到河区潭家河
乡土门村进行了采访。

土门村，位于潭家河乡西北角，北与
河港镇马家畈村仅一山之隔。由于所处地理

位置比较偏僻，一般到土门村进行信阳毛尖
茶交易的商人比较少。是日，记者随潭家河
乡乡长张邦林乘车从潭家河出发，沿环湖路
向北，经环湖路潭大桥，再向南经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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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弯弯曲曲的柏油山路，终于来到了土门
村。张乡长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试验区建
设步伐的加快， 土门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特别是祁氏茶叶公司进驻以来，土门村
的茶叶已经销往全国各地，而来土门村买信
阳毛尖茶的也越来越多。在土门村的祁氏大
道上，记者发现，道路两旁停满了标有“豫

Q

”

“豫
D

”“京
A

”等字头的车辆。一条不足
500

米
的道路， 足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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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营信阳毛尖茶的商
户。在土门村第一峰的玉皇顶脚下的祁氏茶
叶公司， 记者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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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经理祁千盛。他
告诉记者，原先他是搞外贸生意的，因为长
期与外地商人交易茶叶，并从中看到了茶叶
未来的前景。于是，他于

2011

年来到土门村，

在乡党委、乡政府的支持下，他流转了
3000

多亩茶园，并注册了“祁氏”牌信阳毛尖商
标。谈起信阳毛尖，小伙子满脸喜悦。他告诉
记者，土门的信阳毛尖，虽然没有五云、文新

等品牌的茶叶名声大，但其品质完全可以与
他们媲美。当记者问其原因时，他说，“五云
两潭一寨一门”事实上，都是位于大别山的
一条龙脉上。按说，就是兄弟哥们，无论如何
争执，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说到这，他让
记者端起一杯“祁氏”雨前茶。当记者将茶刚
端到鼻子面前，就闻到一股香气，只见茶叶
色泽翠绿，芽叶匀整，汤色嫩绿明亮，喝上一
口，真有回味悠长之感。

举目已觉千山绿， 宜趁东风马蹄急。站
在祁氏茶叶公司已经建成的厂房边，望着已
经投入生产的年生产能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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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干茶的
现代化设备，祁千盛告诉记者：“按照‘公司

+

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的发展模式，我们将着
力打造‘高品质、高品位、全天然’的‘祁氏’

牌信阳毛尖及信阳红。另外，随着公司第二
期工程的完工，到

2013

年，公司的信阳毛尖
茶年生产能力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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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到那时，你再
来我们公司， 你会看到一个集生产加工绿
茶、红茶及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生态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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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胶这个词这几天热得很。 先是有关老酸
奶、小果冻的传言闹得凶。尘埃尚未落定，就有
了
13

种药用胶囊涉嫌铬超标停售的新闻。 为什
么这些药用胶囊被停售呢？因为它们的原料中，

含有工业明胶。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应该是全
国人民信得过的王牌栏目，它播报的节目，应该
不是个人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据报道，修正药
业等多家药企被曝其药用空心胶囊涉铬超标，

其中部分产品超标
90

倍。 生产企业使用生石灰
处理皮革废料制成的工业明胶做成胶囊， 流向
药企。警方已介入此案，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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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涉案企业负责
人被控制。修正药业官网被黑，网页被改为“我
的烂鞋子被你们拿去做胶囊了吗？”

用废皮革做成工业明胶再经不法企业加
工，成为药物的外衣被送进患者的肚子里去，目
前来看，是铁证如山，绝非“谣言”二字便可轻易
抹去。而且，药物不比零食，酸奶、果冻若真含有
问题明胶，消费者不吃便罢，躲也就躲开了，但
药物可以说是一些患者保命的生路，怎敢不吃？

媒体报道中，光记者的调查就进行了半年有余，

那么， 工业明胶被用于药物胶囊的历史究竟有
多长？ 有多少患者将致命毒素吞进腹中不能保
命反而要命？特别是，究竟还有多少食用明胶厂
暗中生产销售工业明胶？ 全国的工业明胶还流
向了哪些正规胶囊厂？ 胶囊厂用工业明胶加工
的药用胶囊还卖到了哪些药企？这些问题，是不
是应该有人出面来回答？

那些参与违法制造、 使用夺命胶囊的企业当然会受到法律的
严惩。但不知，让这条黑色利益链条长期存在的相关监管部门会得
到什么样的处置？央视报道中，黑心企业主大喇喇地提到，这些“白
袋子明胶”的生产和使用其实在行业内早已经不是秘密。那么，相
关负责质量监察的机构，为什么一直没能察觉这起罪恶勾当？是失
察还是不察？为什么最后揭锅盖的重任，要由媒体来承担？

话说回来，“明胶”易躲，“暗礁”难防。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早
已经不是新问题。责问监管不力，也已经是老生常谈。老百姓再怎
么小心提防，也难保生理、

心理健康不被重创。 若仅
仅再用哪儿出了问题哪儿
补补窟窿的小打小闹，恐
怕各种积弊， 会形成越来
越多的暗礁， 令整个社会
防不胜防。

为了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信阳第二十届国际茶文化节，日前，记者在市区申桥看到，一些工
人正在为申桥护栏刷漆。据工人们介绍，对申桥刷漆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目前申桥
北侧栏杆的刷漆工作已经完成，南侧的刷漆工作也正在进行中，预计这个星期可以全部完工。

本报记者赵锐摄

茶文化节：让咱茶农富起来

自茶文化节举办以来， 不仅
让茶农的腰包鼓了起来， 而且也
使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月
18

日， 记者在河区董家河镇
采访时， 茶农朱发阳告诉记者：

“要不是茶叶节，我的生意也不会
做的这么大。”

朱发阳是河区董家河镇白
马山村的一名普通茶农， 从小跟
着父亲学炒茶， 村子前的山坡上
有几十亩自家茶园， 凭着对炒茶
的爱好，他这一干就是十多年。朱
发阳凭着自己过硬的炒茶功夫，

靠着自己的诚实守信， 慢慢地在
市场上站稳了脚。 随着连续多届
茶文化节的举办， 信阳毛尖茶的
价格也在逐年攀升， 他家的收入
也在逐年增多。朱发阳告诉记者，

茶文化节让信阳毛尖茶在全国更
加出名了， 茶叶也一年比一年更
加好销售，特别是这几年，茶叶都
是供不应求， 茶农的收入是直线
上升。 现在他家的流水账每年就
有
200

万元左右，渐渐富裕起来的
他，卖掉了原来的土坯房，在街上
买了新房， 家里也添置了两辆小
汽车，每到春茶开采季节，都要聘
请大批采茶工和炒茶师傅， 来帮
他采茶炒茶。 朱发阳的生活只是
河区董家河镇众多茶农的一个
缩影， 像他一样富起来的茶农在

董家河镇还有很多
,

董家河是名
茶之乡、茶叶专业示范镇，全镇现
有茶园

15

万亩，人均近
4

亩，年产
干茶

300

万公斤，产值
8

亿元，茶农
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

80%

以上。

这里山以茶绿、水以茶清、人以茶
富、镇以茶名，著名的车云、集云、

云雾、天云、连云五大产茶名山就
在这里， 是优质信阳毛尖茶的原
产地和主产区， 也是信阳红茶的
发源地和主产区。 茶文化节的举
办，让董家河镇受益匪浅。

在董家河镇采访时， 该镇党
委书记范正清告诉记者， 通过茶
文化节的举办， 受益最大的就是
我们基层。 首先是茶农变富了，

1992

年时我们镇茶农每亩的收入
是
1500

多元， 而通过茶文化节的
宣传造势，通过茶叶远销海内外，

通过发展红茶， 现在茶农亩均收
入达到

6000

元。目前，全镇紧紧以
茶文化节为依托， 把发展绿色经
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
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大
力推进无性系标准化茶园建设，

培育龙头茶企， 探索发展龙头企
业

+

茶叶专业合作社
+

茶农的模
式， 通过龙头企业的发展带动茶
农增收，进一步转变生产方式，努
力将茶文化节的巨大无形资源优
势， 转化为信阳茶经济的强大活
力、动力、实力和竞争力，逐步促
进茶企增效，茶农增收。

□

黄春景
【谈道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