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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绝不是暴力截访、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理由。某种意义上

说，维权就是维稳 一位名叫赵志斐的河南洛阳男子进京旅游

，只因与上访者同住一室，被当地派来的“追访者”当成上

访者而遣返并打伤。日前，洛阳洛龙区政府已作出回应，对

相关6名责任人进行处罚，其中涉事乡信访办主任被撤职，有

关负责人向被错抓的赵志斐道歉。 如此做法，也算是对“误

抓”的及时问责与补偿。但，假如赵志斐是一个真的上访户

，不存在“误会”一说，难道就可以“押回打伤”吗？上访

群众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护？ 并非杞人忧天。当洛龙区警方

提醒赵志斐父亲“你儿子要吸取教训”，“这次是被误抓还

找到了，下次找不到咋办”，无意中也披露了一个令人心寒

的事实：一些地方的非法截访甚至是暴力截访，看来并非“

偶然”。 在我国，信访是由法律法规予以保障的公民权利。

在司法救济尚不到位的国情下，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权利救济

，是利益协调的重要通道，对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缓解社会

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中央强调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作为加强群众工作、协调利益、化解

矛盾的信访制度，更成为重要一环。 也正因此，中央领导才

多次强调要“切实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积极地回应群众

提出的合理诉求，更加主动地解决好群众的现实困难”。 然

而，至少从赵志斐事件中展现的当地强大的“截访能力”可



以看出，中央的要求、群众的利益在某些人眼中，远不及自

己的位子与帽子重要。有些地方官员既不愿积极从源头化解

矛盾，更害怕越级上访乃至赴京上访失了自己的颜面，想方

设法掩盖问题、阻截信访通道。源头治理变成了源头堵截甚

至“暴力截访”，社会管理中的这种野蛮做法，既是对中央

精神的异化，也是对公民权益的践踏，还可能因此引发恶性

事件。 就在日前，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联合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１１起强

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严肃处理，问责了57人，其中副

省级１人。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央对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禁止

违法拆迁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案件中拆迁户多有数次信

访却未果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当信访无法成为调解利益、

化解矛盾的渠道时，许多问题就可能上升到对立、对抗乃至

致人死伤的极端状况。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维稳任务艰巨，

但这不是治理者暴力截访、侵犯公民权利的理由。只有治理

者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中，真正做到中央要求的“执政为

民”，真正维护好群众的信访权利，让信访制度切实成为“

通道”，由此，才可能化解矛盾、避免激化，从而减少转型

期的社会痛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权就是维稳。 热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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