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期大规模巡逻

警民合作成

30

年传统

纽约警察铁腕防犯罪

作为世界大都市， 纽约在维护社会治安与正

常秩序方面任务艰巨， 纽约警方为此采取了一系

列具有针对性的强硬措施，铁腕管理治安。

近

4

万名警员协同管理纽约治安

纽约警察局是美国规模最大、 历史最悠久的

警察局。目前官方发布的正式警员数为

37838

人，

此外还有约

4500

名协警、

5000

名学校保安人员、

2300

名交通执法人员，以及

370

名交通执法监督

员。 有近

9000

辆警车、

10

余艘警船、约

10

架警用

直升机和

100

多匹警马。

纽约警局下辖多个特殊职能部门， 包括战术

行动小队、警犬培训、港口巡逻、空中支援、拆弹小

组、反恐、罪犯情报、打黑、缉毒、公共交通及房屋

管理。 纽约警局担负着全市

5

个区警力部署及案

件调查的重任，按照官网的说法，其任务是通过与

社区的合作，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通过“执法、维

和、减少恐慌，并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来提高纽

约市的生活品质。

警方定期开展大规模集体巡逻， 产生

威慑力

在纽约，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壮观的热闹场面：

数十辆甚至上百辆警车，前后排成一条长龙，一路

拉响警笛， 快速地在重点城区———曼哈顿中城的

大街小巷来回穿行， 每个警车里都坐着人数不等

的持枪警察，社会车辆及行人纷纷躲避。这就是警

方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的大规模全城或重点区域性

集体巡逻，通常，这种声势浩大的巡逻，经过

2～4

小时后，会在一些固定处所停下来，然后警察们拿

出笔记本，以不同的方式碰头，通报当天的最新情

况，分析遇到的各种可疑迹象，并交流各自的心得

与经验。

纽约人对这种纽约特有的情形早就习以为

常，视其为纽约独特的一道景观。警方时常举行的

强制性大规模集体巡逻， 足以对犯罪分子形成强

大的威慑力。

除警车巡逻外， 在繁华的中心地带还有自行

车警察、骑警巡逻队以及人力巡警布局等。在一些

重点建筑物内外，如时报广场、中央火车站、纽约

与新泽西港务局汽车总站、 地铁站旁及主要地铁

站内的月台上， 平日里也时常会看到全副武装的

执勤警察。

不仅纽约市如此，在美国其他地方，警察维持

社会治安也有一套日渐完备的高压机制。例如，在

新泽西小镇， 镇上的警车几乎不停地在自己执勤

范围来回巡逻，车上的警察荷枪实弹，一旦发现情

况，警车会第一时间到达，还会通知本镇及附近镇

的警察迅速赶到，有时甚至会开枪制服罪犯。

警民密切合作，打击刑事犯罪

定期与不定期举办的大规模警车巡街活动同

样重视普通民众的参与。按照警局规定，纽约警方

在大规模巡街活动中，专门设立民众参与项目，民

众通过个人申请、背景审查与安检等程序后，每次

巡街活动中可有两名获批的民众， 身穿警局配发

的防弹马甲，乘坐气派、鸣笛的警车，在约

2～4

小

时的行程中，观摩警方巡逻的实际情况。

每年

8

月

6

日是美国延续

30

年的传统活

动———“全国打击犯罪夜”，“向犯罪说再见” 是这

一活动的主题。不久前，纽约市各警察分局刚刚在

各社区举办过这一颇有特色的活动， 市长布隆伯

格、市警总局局长凯利、各高级警官及诸多民选官

员等都深入民间， 与各地民众欢度盛夏美好的一

晚，警民同乐，预防犯罪。 警方希望借此活动拉近

警局与辖区民众的关系， 并利用这个机会与民众

交谈， 了解他们对警员工作与维护治安的意见和

建议，同时传达预防犯罪信息，希望共同创造美好

的社区环境。

在警方的强压之下，经过多方努力，近年，纽

约市包括凶杀、强奸、抢劫、盗窃等总的刑事案件

均有所减少， 以

2013

年

8

月

5

日到

8

月

11

日的

一周统计来看， 刑事案件记录比去年同期有所下

降。 而且，纽约市凶杀案数量处于

50

多年来最低

水平。 新 京

提供教材 随时回校

200万美国孩子在家上学

在美国， 有很多家长放弃公共教育的福利，

自己担任教师在家教育孩子或是聘请专职老师，

在家上学的孩子人数不断上升 ， 从

2007

年的

150

万上升到了现在的

200

万人，占学龄儿童的

3%

。

美国在家上学已纳入合法渠道，有可供选择

的教材和教师指导手册， 自编教材也被允许，人

手不够还可以找执业教师。在家上学与学校教育

相通，教不下去了随时可以回到学校。 美国选择

自己教孩子的家长都有很深的教育背景与丰富

的人生历练，多才多艺。他们不仅谙熟教育学、心

理学，还有足够的智慧、经验指导孩子，比如交往

能力的培养、训练。

家庭学校虽有诸多好处，但美国教育专家也

不认为所有孩子都适合。在家上学不是孩子逃避

社会的避风港，如果孩子交往不足时，应该停止

单独教学方式，让他们尝试进入公立学校。此外，

就算在家上学有万般好处， 有一个缺点无法避

免，那就是在家受教育的孩子缺乏正规学校的社

交生活。 北 平

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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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开学季，照例是众人相送学子的新闻，

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堆人送到学校，

唯恐路上出个什么差错。 上学路上， 有的乘飞

机，有的乘高铁，还有的乘豪车，当然，也有骑自

行车的，千里迢迢，令人肃然起敬。

文人的长征

对很多生长于不幸环境中的学子来说，上

学不仅是上学，更是一种信念。说起上学路的艰

难，回望历史，总绕不开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 抗

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由平、津经长

沙迁往昆明， 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

年

2

月

19

日，学子们从长沙出发，奔向西南，当

时有三条路线

:

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

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 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

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

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

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

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 而最艰苦的一

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

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

267

名家庭贫困的男同

学和

11

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

4

名军事教官

及队医等。 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

山、 武陵山、 苗岭、 乌蒙山等崇山峻岭， 步行

1800

公里。

文人长征，旷古未有。 虽名“旅行团”，但绝

无旅行之悠闲。 史载，“湘黔滇旅行团” 出发之

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

伞一把， 限带行李

8

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

的生活用品。 史载，这批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

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

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

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 棉衣湿透了，到宿

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参加过这次“旅行”的人回忆说，在路上时

间长了之后，队伍越拉越长，首尾相距竟有十多

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负责后勤的人

一般每天

17

时以后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

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

先到者先吃。

21

时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

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每天最后一

个到的总是曾昭抡———曾国藩的后人， 我国近

代教育的改革者和化学研究的开拓者， 培育了

几代科技人才和教育人才。

西南联大的校歌，记载了这次艰苦的“上学

路”，第一句便是“万里长征”

:

“万里长征，辞却

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

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

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

‘一城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

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事实

上，这些学子们选择的路径，有些与当年红军长

征时走过的重叠， 一路上还能看到红军当年留

下的标语。

李政道的上学路

1942

年， 一个瘦弱的

16

岁少年在江西赣

州找到一本关于牛顿定理的大学丛书， 他看得

入迷，又突然觉得某个地方不对，然后把自己的

发现告诉老师。居然质疑牛顿？老师觉得这少年

疟疾发作、头脑不清醒。这个少年就是日后的诺

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

当时，少年李政道确实患上了疟疾，他不甘

心在日军的刺刀下读书，从上海逃出后，先在浙

江嘉兴一个窝棚上学，日军迫近后，他与二哥李

崇道一路向西，因患疟疾，半途留在赣州读书。

随后又从江西经广东进入广西， 再从广西转入

贵州。 后来李政道回忆说，他既感染上了疟疾，

又患了痢疾，身上长满疥疮，活像一个流浪的乞

丐。 每天疟疾发作，如寒流来袭，颤抖不止。 高

烧、恶心、呕吐又频频泻肚。他无药可服，备受折

磨，几致丧命。 路程中不前进就要掉队，后果难

以想象，李政道咬牙坚持前进。翻不尽的高山大

川，攀不完的悬崖峭壁。有时走一天还过不了一

座大山。进入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山更高了，路更难了。可是希望就在前面。

16

岁

的李政道经历了从未有过的艰难困苦， 他几乎

失去了希望，陷于绝境。但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

着，终于渡过了难关。

这个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进路上，有

两个细节

:

其一，李政道给茶馆做过清扫工。 敌

机轰炸时老板都逃到防空洞去了， 他却在机枪

扫射下坚持收拾， 因为老板答应他可以吃别人

剩下的东西；其二，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

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跟贩夫走卒相比， 文人在路上， 有更多感

慨，尤其是山河破碎之际，为延续文脉，文人西

奔，艰难之中，更有壮烈与气节，例如《野葫芦

引》。

《野葫芦引》共分《南渡记》《东藏记》《西征

记》和《北归记》，作者宗璞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

之女， 当年亲历了求学大西南的生活，《野葫芦

引》写的就是当年从北平一路逃难、最终在昆明

安顿，抗战胜利后再返回北平的故事。宗璞语言

风格典雅隽永，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

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 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

相心态， 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

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

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

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

《南渡记》以“七七事变”后明仑大学教授孟

樾一家的变故为主线， 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亡

国之际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 也揭示了一些

人懦弱苟且的灵魂。他们离开北平南下途中，历

尽艰难，“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 嚼不烂软塌

塌苦菜蔓菁，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无不

学富五车、著作等身。

可以说，这些学者与学子，在战火下的南下

西进，写下了特殊年代的民族的心灵史。

一个民族

最不能缺的是精神的昂扬

何兆武先生有一本《上学记》，写的是自己

求学的真实经历， 其中包括西南联大的求学生

涯，很多人都喜欢。 有人评价说，在目前这个功

利滔滔的的世界上， 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

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熏染的心灵，

使其复现润泽。 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

存照。

令后人感慨的是，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求

学的漫漫长路上，学子们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

追求，那一路既是心灵的修炼，也是学术的培

养。 参加了

1938

年步行从长沙到昆明“湘黔滇

旅行团”的很多人回忆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

次行动的全部内容， 而是被当作一个教学任

务。 到达昆明以后，学生每人要写出千字以上

的调查报告。 在行军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

根据路上所见所闻， 写成了 《西南采风录》一

书；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

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

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

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

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

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

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 师生们

沿途还收集了二百多首民歌民谣。 这种跨学科

的社会实习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就在这二百多名穿着草鞋走中国的学子当中，

就有后来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

业的巨匠屠守锷等人。

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

作家张蔓菱十年前曾在北大有过一次关于西南

联大的演讲，她谈到“湘黔滇旅行团”一路有惊

无险到达昆明时说，爱才也是中华民族的风尚，

当时在整个社会上， 包括下层都是这样，“当时

这个步行团步行在贵州非常贫困地方的时候，

发生很多事情，都有照片还有事迹。 比如，当地

的‘片儿警’也有反应。 到一个地方有个地保出

来敲锣，那个地保穿着一个破衫，挺穷的，敲什

么锣呢？ 说

:

乡民们注意了，今天老师同学们要

从这儿路过，今天集市不许涨价，要方便老师同

学。 最贫困的人民用自己最朴素的方法来支持

和保护这些老师和同学。还有一个布告，是玉屏

县的县长写的，说，今有大学师生路过我县，当

国家危难关头，他们是我们的精神领袖，这些大

学生都是未来民族振兴的领袖， 所以所有的民

众必须予以保护， 予以爱护。 所以师生一路走

来，从来没有什么地方涨价、搞假啊以及不让住

啊什么的，都受到非常多的爱护。 ”

这一段话， 描述的当年衣衫褴褛的乡民护

卫衣衫褴褛的学子的情景， 怎不让后人热泪盈

眶？ 即使在匪患众生、屡禁不绝的湘西，学子们

也没有受过骚扰，或许连土匪都知道，这一群人

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吧！

张蔓菱在那次演讲中还说

:

“如果说红军长

征是播种机，是宣言书，我觉得西南联大这种大

转移也是宣言书，它的宣言书就是‘不当顺民’，

就是宁肯走路，宁肯舍弃舒适的漂亮家园。他们

要走在没有沦陷的土地上，不当顺民，这种信念

也使得全国得到一种知识鼓舞， 因为我们这个

民族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我们这个民族

的名人，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他们不投降，他们

过来了，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对抗沦陷区的敌

人。所以西南联大这种转移，实际上也加强了整

个民族抗战的信心，也加强了这种抗战力量。也

是步行者之一的诗人穆旦就写过这样的诗句，

他看到‘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

时过境迁，没有必要要求今天的学子们，再

走这种艰苦的上学路，但应该教给他们：一个民

族，最不能缺的，是精神的昂扬。

关山远

从张海迪入日本国籍， 到雷锋生活奢

侈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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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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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事故外国人获天价赔偿 ，

到红十字会强制捐款……这些曾经在网上

引起过轩然大波的谣言，都出自红极一时的

网民“秦火火”等人之手。日前，“秦火火”（真

名秦志晖）、“立二拆四”（真名杨秀宇） 被北

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依法

刑事拘留。

谣言追责分为三个层次

任何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编造、传播网络

谣言的人，都应当为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打击网络谣言，对谣言制造者追责主

要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民事责任，即如果散布谣言侵犯了

公民个人的名誉权或者侵犯了法人的商誉，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 要承担停止侵

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

失的责任。

二是行政责任，即如果散布谣言，谎报

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

公共秩序的，或者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

实诽谤他人的，尚不构成犯罪的，要依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等给予拘留、 罚款等行政处

罚。

三是刑事责任，即如果散布谣言，构成

犯罪的要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刑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

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规定了煽动分裂国家

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编造并传播证券、

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

声誉罪 ，诽谤罪 ，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

罪，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煽动暴

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

怖信息罪， 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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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罪

名，不同类型的网络谣言行为可能触犯不同

的罪名。 比如，制造网络政治谣言煽动分裂

国家的，应认定为煽动分裂国家罪。 在互联

网上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达到严重扰

乱社会秩序程度的，将被以编造、故意传播

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

刑拘“秦火火”等或形成“首判效应”

严惩网络谣言制造者，必须依靠刑法利

剑。 但对互联网进行的历次整治行动中，鲜

有动“刑”之举，原因是我国刑法仅对以造谣

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编造并且传播影

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捏造并散布损害他

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虚假事实、编造或

故意传播虚假的恐怖信息等行为作出有罪

规定。

此次北京警方主动出击，挥重拳惩治网

络谣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将

“秦火火”“立二拆四”刑事拘留，这一行动释

放出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的信号，在惩治

网络谣言犯罪领域可能将产生“首判效应”。

互联网是否公共场所成定罪关键

非法经营罪与造谣本身没有关系，那么

网络造谣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呢？依照

我国刑法规定， 寻衅滋事罪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是追逐、

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是强

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

严重的；四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

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如果网络造谣、传谣行为涉嫌寻衅滋事

罪， 应该触犯的是寻衅滋事罪第四项规定，

即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

序严重混乱的”。网络造谣、传谣行为所依托

的平台是互联网络，能否把互联网定义为公

共场所，是网络造谣行为入罪的关键。

2013

年

7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寻衅滋事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其中

第五条对公共场所的含义予以明确： 在车

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

览会、 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

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

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

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此解释中并未就互联网作出单独列举

性规定，按照传统的定义，公共场所应该是

实体空间，即供人们工作、学习、社交、娱乐

的场所，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网络运用的

普及，这一虚拟空间同样给人们提供了与实

体空间一样的条件，人们同样可以在网络空

间中工作、交流、娱乐、社交，甚至有过之而

无不及。 而且，虚拟空间的交流、娱乐、社交

通常折射回现实世界，否则“秦火火”等人的

造谣行为也不会在现实世界产生巨大的负

面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互联网络定

义为公共场所。

关于这一点，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网络空间是公共场所。 将网络空间定

义为公共场所， 这是一种刑事法学层面认

识，更是司法实践的一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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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文人长征:西南联大上学路

网络造谣为何涉寻衅滋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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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广角

对很多生长于不幸环境中的学子来说

,

上学不仅是上学

,

更是一种信

念。说起上学路的艰难

,

回望历史

,

总绕不开西南联大。在那个艰难的年代

,

求

学的漫漫长路上

,

学子们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

,

那一路既是心灵的修炼

,

也是学术的培养。

哪些是网络谣言？

根据涉及的内容不同，网络谣言可以分为六类：

网络政治谣言 主要指向党和政府， 主要涉及政

治内幕、政治事件、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等内容，让公

众对国家秩序、政治稳定、政府工作产生怀疑和猜测，

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 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

“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就属于这一类。

网络灾害谣言 捏造某种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

或者捏造、夸大已发生灾害的危害性信息，引起公众恐

慌，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引发“抢盐风波”的核辐

射谣言、引发群众逃亡并导致

4

人遇难的响水县“爆炸

谣言”等都属于这类谣言。

网络恐怖谣言 这类谣言一般是虚构恐怖信息或

危害公众安全事件信息， 引发公众恐慌， 扰乱社会秩

序，引起公众对政府管理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 “‘针

刺’闹到重庆”等属于这类谣言。

网络犯罪谣言 这类谣言一般是捏造一些骇人听

闻或令人发指的犯罪信息，引起公众愤怒、恐惧，引发

公众对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或某些群体的不满，同时也

影响当事人的声誉，扰乱他们的正常生活。 如“黔西部

分乡镇儿童被抢劫盗肾”等属于这类谣言。

网络食品及产品安全谣言 捏造或夸大某类食品

或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引起公众对该类食品或产品的

抵制，导致该类食品或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损失。 比如

“皮革奶事件”，让奶企等蒙受巨大损失。

网络个人事件谣言 针对某些个人特别是名人而

编造吸引眼球的虚假信息，侵害当事人隐私，给当事人

造成负面影响甚至经济损失。 比如赵本山 “被限制出

境”以及众多名人“被死亡”等都属于这类谣言。

曹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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