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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特
色明显，优势突出，理、工、文、经、管、法、
教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建设

大学。学校于1983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6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

学校下设17个学院 （教学部）和1个
独立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26000余
人，其中研究生2300余人 。学校现有2个
博士学位授权点（纺织工程、机械设计及
理论）， 拥有4个浙江省 “重中之重” 学
科， 1个浙江省人文社科基地， 8个省部
级重点学科； 有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3个省级重点
实验室,16个省部级研究平台； 拥有2个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 5门国家精
品课程。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 ， 现有教职工
1800余人， 其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教师
600余人， 正高职称180余人； 有教育部
创新团队1个、 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6
人 、 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 4人； 在聘省级特聘教授5人、 博士
生导师39人、 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44人； 省 “新世纪151人才工程” 第一、
二层次入选者44人， 其中重点资助3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师32人； 另
聘国内外知名专家 、 学者为兼职教授
170余人。

学校综合办学条件优良， 基本设施
齐备。建有现代化教学楼 、实验楼 、信息
中心、语音中心、网络中心和一流的体育
设施，具有现代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平台。
图书信息中心设施先进，馆藏特色鲜明，
是浙江省高校数字化图书馆下沙高教园

区区域中心和国内学科资料最齐全的服

装与艺术设计情报中心之一。 校园环境
优雅，布局合理，是孕育桃李 、读书治学
的理想园地。

2011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详见我校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jszs.zstu.edu.cn）

联系电话：（0571）86843082
联 系 人：魏老师 倪老师

热忱欢迎全国广大考生报考

浙江理工大学 2011年博士研究生

“民女许身救父”真相调查
本报记者 来 扬

最近几天， 鄂西北小城竹溪的两会正
在召开。 但当地群众所关注的焦点人物不
是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 而是50岁的郭元
荣。 外地的许多人先是知道了郭元荣， 然
后才第一次听说竹溪这个地方。

一篇题为 “谁救我爸 精神病院关14
年！” 的网络论坛帖， 一个 “民女许身救
父” 的虚构出来的故事， 让郭元荣成了舆
论关注的焦点。

网帖引围观 假“女儿”助
父亲出院

1月1日11时30分 ， 用户名为 “郭寒
韵” 的网友在天涯论坛的 “天涯杂谈” 版
块发表了题为 “谁救我爸 精神病院关14
年！” 的帖子。 帖子以第一人称自述其父
亲郭元荣在14年前因为 “信访” 而被关进
监狱、 后来又被送进十堰市精神病医院，
“一关就是14年”。 “郭寒韵” 希望能有人
帮助她救出父亲 ， 并在随后的跟帖中写
道： “谁救出我爸， 我做你的女人。 如果
你有爱人， 我做你的奴隶。”

这一被概括为 “民女许身救父” 的帖
子发出后， 很快引起了网民的围观。 媒体
人邓飞在2011年1月2日前往十堰， 试图协
助 “郭寒韵” 解救其父亲郭元荣。 但此后
的事态发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 “郭寒
韵” 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郭元荣只有一个
儿子， 没有女儿。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 该帖系退
休干部彭宝泉和网友陈永刚共同商议 ，
并征得郭元荣亲友的同意后发表在网上

的。 两人发帖的目的 ， 是希望能借此引
起媒体和网民的关注 ， 让院方同意郭元
荣出院。

彭宝泉因拍 “上访照片” 曾被送进精
神病院， 在里面见过看似正常的 “室友”
郭元荣。 彭宝泉说郭元荣称曾向相关领导
写信， 保证再也不上访举报了， 希望把他
放出来， 但是没有回音。 彭宝泉于2010年
4月15日出院后对此进行了调查。

尽管女儿是虚构的， 但帖子的发表却
很快达到了帮助郭元荣出院的目的。 1月4
日8时30分， 在家属的请求下， 已经累计
在十堰市精神病医院 （前身为十堰市茅箭
医院精神科———记者注） 住院超过12年的
郭元荣出院。

彭宝泉告诉记者， 他为郭元荣的出院
而感到高兴， 并希望在合适的时间再和郭

见面。 “现在先让老郭平静地生活一段时
间吧。” 彭宝泉说。

曾因涉嫌诽谤罪被收容审查

郭元荣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的原因，
要从17年前公安机关对他的调查立案说
起。

竹溪县公安局副局长李迎东告诉记

者， 1994年， 郭元荣多次给县纪委、 监察
机关检举县城建局原局长刘某的经济问

题， 经县纪委查证， 检举不实。 此后， 郭
又于1995年至1996年， 频繁上访、 信访 ，
甚至用拍电报的方式污蔑、 诽谤他从不认
识的人， 造成极坏的影响。

李迎东表示， 郭元荣当时的行为已触
犯原 《刑法》 第145条 “以暴力或者其他
方法， 包括用 ‘大字报’、 ‘小字报’， 公
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
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 之规定。

据李迎东介绍， 郭元荣涉嫌诽谤罪的
卷宗共有4本， “每本都有一二百页”。 相
关卷宗中， 附有相关的物证和书证。

李迎东告诉记者， 由于案卷中的相关
内容 “涉及国家机密”， 如需调阅， 需要
向上级部门请示， “县公安局做不了主”。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在郭元荣当年一
封发往全国政协电报复印件上看到的是如

下内容：“某某结党乱纪，应当撤销其职务，
我等才会放弃过激行为，否则集会、放火、
杀人将出现”。 署名是 “竹溪请愿团郭元
荣”。

新华社报道称， “类似的信件、 电报
资料有厚厚一本， 涉及内容确实让正常人
匪夷所思”。

1996年竹溪县公安部门对郭元荣进行
了传唤、 讯问， 对其住所和办公室进行了
搜查。 查获信件、 电报底稿114份、 题为
《最后通牒》 等油印材料182份。 因涉嫌构
成诽谤罪， 竹溪县公安局决定依法对郭元
荣进行收容审查。

“三进三出”精神病院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 竹溪县公安局的

办案人员发现郭元荣“言行异常”，在对有
涉嫌诽谤内容的材料分析后认为， 郭元荣
1994年离婚后，个人生活出现危机，心理失
常，思想偏激，有出现精神障碍的嫌疑。

1996年11月23日， 办案人员将郭元荣
送往十堰市茅箭医院精神科 （现鄂西北精
神病鉴定中心）， 对其进行司法精神病鉴
定 。 11月27日 ， 院方出示的鉴定结论显
示， 郭元荣有 “精神分裂症， 偏执型， 无
责任能力， 预后差”。 11月28日， “经其
亲属口头同意， 对其办理了精神病治疗入
院手续”。 当日， 竹溪县公安局对其解除
收容审查。

中共竹溪县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办公

室1月5日发布的 《郭元荣14年三进三出医
院之经过》 （以下简称 《经过》 ———记者

注） 一文称， “郭自1996年11月23日第一
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至今， 已是三进
三出精神病医院”。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十
堰市精神病医院政工科一位吕姓科长的证

实。 他强调， 网上关于 “连续住院14年”
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郭元荣第一次入住精神病医院治疗的

时间共计177天。 1997年5月24日， 鉴于郭
元荣病情有所好转， 其家属要求接回家监
护， 并自愿写了监护担保承诺书。 随后，
郭元荣便由家人接回家看管照料。

但不到1年后， 郭元荣再次被送入精
神病医院。 《经过》 称， “在家期间， 郭
元荣仍不能控制自己言行， 声称成立 ‘反
腐护法请愿团’， 扬言要进京闹事， ‘杀
人放火’。 依照 《刑法》 第18条 ‘精神病
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

候造成危害结果 ，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
的， 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
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在必要的
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 之规定， 1998年
4月29日， 县公安机关第二次将其送往十
堰市茅箭医院精神科治疗。”

郭元荣的第二次住院时间持续了167

天。 该次出院总结记载， 经过治疗， 郭元
荣的病情 “显著好转”， “自动接出”。

又过了近1年， 1999年8月19日， 郭元
荣又被竹溪县公安局送入精神病医院。 原
因是 “1999年8月， 郭元荣病情不稳， 并
于8月4日赴京进行非法言论宣传， 被遣送
回十堰”。

此后， 郭元荣在十堰市精神病医院住
院治疗将近12年， 直至2011年1月4日被家
属接出。

十堰市精神病医院政工科吕科长告诉

记者， 郭元荣在该院的 “三进”， 都是由
公安机关送进来的， 而 “三出” 则都是应
家属要求出院的。 他同时表示， 偏执型精
神分裂症的治疗属于世界性难题， 复发率
高， 很难治愈， 这也可以解释郭元荣为什
么会被再度送回医院住院。

当记者追问， 这是否意味着郭元荣今
后还有可能会因复发而再度入院治疗时，
吕科长给予肯定的答复。

连续被关12年后，不会使用手机
郭元荣在经过12年之久的住院治疗后

再次出院， 他的家人和好友都为此而感到
高兴。

1月4日， 郭元荣的儿子和弟弟一起接
郭元荣出院。 当天中午， 他的弟弟在十堰

市的一家火锅店请他一起吃饭； 随后， 弟
弟开车接郭元荣回到竹溪家中， 郭家在竹
溪的亲属在县城里一家名叫百味食府的餐

馆聚餐， 共同迎接郭元荣的回来。
郭元荣的儿子郭进 （化名） 告诉中国

青年报记者， 父亲出院后， 这个家又团圆
了。 10岁那年父母离异， 12岁时父亲又被
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 郭进在青少年时主
要由爷爷奶奶抚养。 他没有念完高中便外
出打工， 走了全国很多地方。 2009年， 郭
进回到十堰打工， 其间， 他学会了厨艺。
现在的愿望就是好好陪陪父亲， 为父亲多
做几道他爱吃的菜。

郭元荣回到竹溪家中后， 他的许多亲
友、 同事都希望能去郭家探望慰问。 但考
虑到郭元荣住院时间较长， 出院后需要一
段时间适应新的生活， 因此， 在面对外人
探视和媒体采访的请求时， 郭的家人的态
度比较谨慎。

郭元荣出院后， 1月5日晚接受了新华
社记者的采访。 此外， 竹溪县建设局副局
长王忠文告诉记者， 1月7日上午， 他和建
设局的工会主席专程来到郭家陪郭元荣聊

天， 并在中午一起吃饭。 原定于当天下午
1时在人民网舆情频道和天涯社区同步举
行的郭元荣与于建嵘、 邓飞等人的在线访
谈也因此取消。

为了避免郭元荣受刺激， 第一位近距
离接触郭的记者被反复告诫 “不要表明自
己的身份”， 最后是以郭的弟弟的同事的
身份参与了那次聚餐。 1月8日晚， 另一位
记者获得了和郭元荣一起吃饭的机会， 但
在席间 “没有和郭元荣直接说上话”。

对此， 郭元荣的一位家人曾说：“在黑
暗中待久了，突然一见阳光，哪能不刺眼？”

1月9日晚， 中国青年报记者以郭进朋
友的身份， 前往郭家探访郭元荣。

郭元荣的家里装修得很简单， 但他本
人对出院后的生活感到知足和满意。 他经
常和家人说： “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

但超过12年的封闭式住院治疗仍让郭
元荣对现在的生活有些不适应。 例如， 他
不知道如何打开家里的防盗门， 不会使用
手机， 对即抽型纸巾感到新奇， 在超市买
东西时不知道该如何付款。 尽管在住院期
间养成了每天准时收看 “新闻联播” 的习
惯， 但在回到家后， 郭元荣不会使用家里
的数字电视。

郭进告诉记者， 这或许是因为父亲住
院的时间太久了， 需要花时间来适应出院
后的生活。

郭元荣的家人反映， 长时间的住院让
郭元荣变得不爱出门 ， 原先喜欢打乒乓
球、 下棋的他现在 “成天待在家里”。 有
一天晚上 ， 他难得地和家人一起出门散
步， 看到街上的路灯闪亮， 他对家人说，
感觉现在的竹溪像上海一样繁华。

对于郭元荣未来的生活， 他的家人和
工作单位的领导都表示 “要尊重他本人的
意见”。

“他目前仍是建设局的在职干部， 每
月仍按规定照发他的工资， 在他住院期间
由他的母亲代领。 而三次在精神病院治疗
的费用， 除享受国家公费医疗政策外， 应
由个人承担的部分 ， 局里也积极筹措经
费。 局里还为老郭落实了福利分房， 仅花
了2.4万余元就分到一套110平方米的住
房。” 王忠文说。

郭元荣告诉记者 ， 在1月7日的交谈
中， 王忠文曾提出， 等把身体调理好了以
后， 如果他有回单位上班的想法， 单位可
以安排。

郭元荣的家人表示， 非常感谢单位对
老郭的照顾。 在谈及郭元荣未来生活的打
算时 ， 他们多次听郭元荣说起要搞养殖
业， 在住院期间就有这一想法， 也曾多次
为他送去关于养殖的书。

“养殖需要资金投入， 你现在没钱怎
么搞？” 家人问郭元荣。

“那就先养两头猪， 慢慢发展。” 郭

元荣答道。 本报湖北竹溪1月9日电

3次出院，却有18份“出院总结”
本报记者 来 扬

郭元荣出院了3次， 十堰市精神病医
院却出现了18份 “出院总结”。 家属去探
访， 前期却被精神病院竭力阻止。 郭元荣
因 “民女许身救父” 策划成为舆论热点，
这种策划手法也引起了巨大争议。 但争议
的背后， 是郭元荣事件的本身， 其背后仍
有许多地方值得追问。

无缘由的“家族精神病史”
郭元荣的家人告诉记者， 1996年郭元

荣被竹溪县公安局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时， 家里人的意见非常大。 因为在他们看
来， 郭元荣在生活和工作中没有受过什么
刺激， 不可能有精神病。 他们多次去县公
安局 “讲道理”， 认为公安局不能随随便
便把人带走。

竹溪县建设局副局长王忠文也回忆

说， 在1996年、 1997年， 郭元荣被鉴定为
有精神病的消息， “大部分年纪大点儿的
人都知道”。

除了郭元荣被鉴定为有精神病外， 让
家人感到不满的另一原因是， 1996年的鉴
定结论上写着： 郭元荣 “其家族有精神病
史”。

这一结论的影响甚至持续到了今年。
1月5日7时许， 秦楚网刊发题为 《郭元荣
因精神病被收治 并无名叫 “郭寒韵的女
儿》 一文回应 “民女许身救父” 网帖， 文
中再次出现了郭元荣 “其家族有精神病
史” 的表述。

“他们没有对我们全家其他人进行鉴
定， 凭什么说我们家族有精神病史？” 郭
元荣的家人对此很愤怒。 “如果没有依据
就擅自下结论， 至少说明相关部门的工作
不细致， 侵害了我们的名誉权 ； 退一步
讲， 就算结论属实， 你把它公布出来了，
至少是侵犯了我们的隐私权。 在竹溪这小
地方， 这顶 ‘家族有精神病史’ 的帽子让
我们怎么正常生活呢？”

在网民的质疑和郭家的抗议下， 秦楚
网上关于郭家有精神病史的表述很快被删

去。 但在谈起十堰市精神病医院收治郭元

荣的经过时， 郭家仍有很多疑问。
最典型的疑问是郭元荣的第三次住院

为何持续了12年之久 。 记者了解到 ， 其
间， 郭元荣的家人几乎每年都会向竹溪县
政府 “要人”， 但从未得到明确答复； 而
在向十堰市精神病医院请求接郭元荣出院

时， 他们得到的答复却是 “找公安局去
吧， 谁送来的病人谁接走”， “不是你们
送来的， 你们没有权利接”。

但据十堰市精神病医院政工科吕科长

介绍， 郭元荣在该院的 “三进”， 都是由
公安机关送进来的， 而 “三出” 则都是应
家属要求出院的。 他表示， 由公安机关送
来的病人， 只要治疗好了， 即使没有公安
机关的同意， 也能出院。

对此， 竹溪县公安局副局长李迎东也
表示， 精神病院收治病人的行为是医务行
为。 精神病人病情好转后是否出院， 只涉
及医院和患者 （及其家属） 之间的关系，
在程序上并不需要经过公安机关的同意。
在郭元荣的三次出院中， 竹溪县公安局从
未接到过医院的通知， 都是家属办理的。

但曾被十堰市精神病医院收治过的彭

宝泉告诉记者， 他的家人向院方请求出院
时， 被告知需要经过政工科的同意， 政工
科会跟公安机关联系。

“我是不是可以出院应该是医务科说了
算的，和政工科有什么关系呢？”彭宝泉说。

18份“出院总结”
2010年夏天， 郭元荣的家人在复印郭

元荣的病历资料时还发现， 十堰市精神病

医院在郭元荣的三次住院期间共18份 “出
院总结”， 但郭元荣只出院了3次。

其中 ， 第3份到第18份 “出院总结 ”
中的 “入院日期” 和 “出院日期” 是首尾
衔接的。 也就是说 ， 按照这些 “出院总
结” 的记载，在第三次住院治疗期间，郭元
荣曾15次出院，但在当天又入院了。最后一
份“出院总结”记载的住院期间是从2010年
3月4日至2011年1月4日， 共计306天。

在后16份 “出院总结 ” 中 ， 除了日
期、 住院天数等信息不一样外， 大多数项
目的记载差别不大。 有几份 “出院总结”
的 “治疗结果 ” 一项标注的是 “好转”，
也有一些标注的是 “无变化”。 在 “治疗
经过 ” 一项可看出 ， 办理这些 “出院总
结” 的原因是 “单位派人来结账”， 并不
带患者出院。

这一点也可以从一封信中看出问题所

在。 在2001年12月17日写给竹溪公安局局
长的一封信中， 茅箭医院精神病科李主任
称： “贵局送我科精神病人郭元荣已住院
多年， 可以回家休养。 另外从今年2月至
今欠款近两万元， 请局长和郭单位协商交
住院费及出院问题。”

郭元荣的家人告诉记者， 他们去医院
探望时， 虽然多次提出让郭元荣出院的请
求， 但从未得到正面回应。 他们对医院在
郭元荣住院期间出具的上述 “出院总结”
并不知情， 也从未签过字， 直到前一阵郭
元荣的儿子郭进 （化名） 从医院复印回来
相关资料后才知道此事。

记者在十堰市精神病医院出具的 “第
一次出院总结” 上看到， 当时填写的郭元
荣的个人信息中， 至少有两处与实际情况
不一致， 一是其婚姻状况， 二是联系人一
栏把其弟弟的名字写错了。 在 “本次发病
日期 ” 一项上记载的时间是1994年2月 ，
即郭元荣开始在县里举报的时间 。 相应
地， 这份应当在1997年5月 （该总结中没
有落款日期———记者注） 出具的总结上记
载的 “病程” 是 “两年半”。

来之不易的探访

对于收治郭元荣进行精神病治疗的行

为是否妥当， 郭元荣的家人和公安机关、
院方也有不同的看法。

郭元荣的家人表示， 1996年县公安局
第一次收治郭元荣时， 全家都表示强烈反
对， 没有人作出书面同意。

中共竹溪县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办公

室1月5日发布的 《郭元荣14年三进三出医
院之经过 》 一文称 ， （1996年 ） 11月28
日， 经其亲属口头同意， 对其办理了精神
病治疗入院手续。

对此， 有知情人士表示， 当时郭元荣
的家人是否作出了口头同意， “现在是扯
不清楚的事情了”。

而对郭元荣的后两次收治发生在1997
年10月1日以后， 修订后 《刑法》 第18条
第1款规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
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
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
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

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李迎东和吕科长都认为， 上述条款是

公安机关和医院强制收治郭元荣行为合法

的依据。 但他们也表示， 目前精神卫生立
法的缺位， 使得公安机关和精神病院在认
定、 收治相关人员时存在法律上的空白。

最让郭家人感到不满的是， 院方在郭
元荣的前两次住院期间和第三次住院的早

期对家属探访的限制。
郭进告诉记者 ， 他在念初三的时候

（2000年冬季） 第一次去精神病院探望父
亲 。 但医护人员一听说探访对象是郭元
荣 ， 便竭力阻止 ， 以致当天未能实现探
访。 第二天， 他和奶奶、 叔叔再次前去探
访， 仍未获同意。 一场争吵后， 医护人员
同意了， 但给的时间很短。

“我当时看我父亲的眼神很呆滞。 他
看了很久后才认出是我。 那一刻我精神差
点崩溃了， 回去以后就没有什么心思学习
了。” 郭进说。

而一直为郭元荣出院奔波的几位弟弟

妹妹在早期的探访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1996年我哥刚住院的那会儿， 医院

一直不让我们家属探访。” 郭元荣的家人
告诉记者， 后来第一次探访还是由两个弟
弟翻墙进去才实现的。

由于院方限制了家人对郭元荣的探

访， 所以家里人都很担心郭元荣在精神病
院里会受委屈。 他们回忆说， 郭元荣在前
两次出院后， 整个人的变化比较大， 手脚
经常发抖， 目光呆滞。 家里人看到后感到
“非常揪心”。 但到了郭元荣第三次入院治
疗的中后期， 院方放松了对探访的限制，
凡是探访的时间都能去， 有时每周至少能
探访一次。

“原来我们去探访的时候， 一般总有
医生在一旁陪坐， 但后来， 尤其是近两年
就慢慢正常了 。 他在里面的变化也不太
大， 应该是适应里面生活了。” 郭进说。

1月9日， 经过多方努力， 记者终于在
郭家看到了郭元荣本人。 谈起自己出院后
的变化， 他认为 “记忆力是明显不行了”。

郭元荣的家人告诉记者， 郭元荣在住
院时经常抄写、 背诵唐诗， 但发现越来越
记不住了。 新华社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曾让
他尝试背诵一下， 但他最终没能记起来。

记者看到， 郭元荣在住院期间手抄了
160余首古诗词及其释义。 在扉页的 《名
句集锦》 摘抄中， 第一句是唐代诗人杨师
道的 “莫言花重船应没 ， 自解凌波不畏
沉”。 本报湖北竹溪1月9日电

十堰市精神病医院门诊楼外景。 本报记者 来 扬摄

竹溪县建设局出具的 “郭元荣住
院费核销说明”。

本报记者 来 扬摄

无论最终郭元荣是否被鉴定为精神

病人， 但是 “民女许身救父” 整起事件
用谎言和欺骗博取网民同情和义愤， 博
取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关注， 必然会
留下隐患， 不仅伤害网民情感， 而且使
网络畅通民意的功能大打折扣。

那些自诩得意的网络推手操纵网络

舆论的背后， 是否有利益纠葛、 是否有
更多参与， 有关部门应一查到底。

摘自新华社 “中国网事” 1月6日文
《如何防止网络推手 “玩弄” 舆论？》

无论从社会利益还是患者自身的利

益考虑， 对精神病患者进行一定的强制
治疗都是必要的。 但也应该特别注意，
这种非自愿住院治疗对精神病患者形成

了强制， 稍有不慎， 极易演化为诱发纠
纷的火药桶。

虽然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违
反治安管理的精神病人， 规定责令其监
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 但这种 “治疗”
并不必然等于 “强制治疗”。 按照 《立
法法》 规定， 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应
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予

以授权。
要使非自愿住院治疗程序正当合

法 ， 切实免除公民 “被精神病 ” 的恐
惧， 应当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 强制住
院， 疾病应严重到什么程度？ 第二， 强
制治疗， 该由哪些人说了算？ 第三， 住
不住院， “精神病人” 有无选择权？

总之， 从根本上免除人们对 “被精
神病” 的恐惧， 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仅仅
是个基础。 “无危险， 不强治”， 应融
入立法精神， 成为执法理念。

摘编自1月7日 《人民日报》 “人民
时评” 《消除 “被精神病” 的恐惧》

目前看， “民女许身救父” 除了让
郭元荣回了家， 并没有造成其它后果。
网络环境的混乱无序确实应该改变， 随
意编造的网帖应负法律责任。 但如果一
个假造的网帖内容再离奇， 也只是涉及
警方把一位精神病人送进医院， “对网
络推手一查到底” 就大可不必了。 网络
环境需要建设， 这种建设应包括职能部
门胸怀气度的建设。

摘自1月7日南海网 《慎言对网络推
手 “一查到底”》

网友策划“民女许身救父”
引发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