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管长出牙齿才能咬破药品潜规则

央视日前曝光广药子公司生产的

维

C

银翘片不仅含有砷 、汞残留 ，而且

成分与标示不符 。 令人不解的是 ，一周

多过去 ，调查结果仍未出炉 ，广药及其

子公司再无任何相关举措 。

药品变 “毒 品 ”，再 一 次 考 验 公 众

早已不堪重荷的承受能力 。 显然 ，不能

将人为制造的 “毒 ”药同一般意义上的

假冒伪劣商品等量齐观 ， 而应将其视

作一起公共安全事件 。 但涉事企业的

表现却显得极不相称 。

该道歉的 ，除了涉事企业 ，还应包

括监管部门 。 业内人士称 ，硫磺熏制中

药材早就是普遍存在的潜规则 。 添加

兽药成造假壮阳药是潜规则 ， 用地沟

油生产制药原料是潜规则……潜规则

如此大行其道 ，只能说 ，这是一种系统

性沦陷 。 那么还有多少药品潜规则没

有浮出水面 ？ 进一步说 ，能否以此为突

破口 ，改变过去那种运动型执法 ；能否

搅动整个行业潜规则的死水 ， 使各种

潜规则无以遁形 。 这有赖于让监管者

摆脱各种利益纠缠 ， 让其承担应有的

渎职责任 。 （据 《晶报 》）

“请让奥巴马给我打个电话”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被问有什么愿望

时，如此回答。

出处：新华网

“不允许在中国的家门口生事”

———外交部部长王毅与联合国秘书长潘

基文通电话。

出处：新华网

“温州人也有跳楼，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

表现”

———张维迎在博鳌论坛回答现场提问时

如此表示。

出处：网易财经

“我们办的案子你们也敢插手”

———河南一高校书记被曝包 “二奶”生

子，记者采访遭“纪委干部”殴打。

出处：大河网

“一般都放罂粟壳，不然肯定不好吃，没

有回头客的”

———南京一店主直言火锅、 烧烤均放罂

粟壳。

出处：《扬子晚报》

“真不知道是让人坐的，还是绊人脚的”

———南宁公交候车凳高度不足

20

厘

米，市民抱怨。

出处：光明网

“麻雀一只只从树上落下来，跟下饺子一

样”

———南京发生麻雀从树上成群掉落现

象，目睹的居民如此形容。

出处：人民网

◎

木桦 辑

争议成龙捐宝不如反思古建筑保护

4

日晚上， 香港演员成龙连发四条微

博，表示正在考虑把他

20

年前收藏的十间

古建筑中的四间送出国门， 捐赠给一所新

加坡大学做教学之用。 并且表示，“几乎有

冲动想把其余那六栋也捐给他们”。

消息一出，争议四起，除了粉丝们不顾

一切的支持外， 更多冷静的网友希望成龙

能够慎重考虑。 当四间古建筑来到国境线

前， 许多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

责任感，疾呼让中国的建筑瑰宝留在中国。

不过，在关注这四间古建筑命运的同时，更

重要的是对当下古建筑保护现状进行反

思，让众多瑰宝不仅能够留下，而且绽放光

彩。

倒卖和损毁， 是许多古建筑面临的两

大宿命。在以徽雕古建筑闻名的皖南地区，

许多人靠贩运“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发

了财。 黄山市休宁县一座具有代表意义的

徽派民居—————“荫余堂 ”， 甚至被拆成

2700

块木件、

8500

块砖瓦、

500

石件后，漂

洋过海运至美国重建。 一位从事徽学研究

的权威人士估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

皖南古建筑材料的流失总量足可以再建一

个“宏村”。

还有很多古建筑， 没有倒在文物贩子

手中，却因为年久失修和人为损坏而倒下。

山东汉子唐大华先后六次走进山西， 行程

9000

余公里，为腐朽将倾的早期木结构古

建筑奔走呼吁。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

计，近

30

年来消失的

4

万多处不可移动的

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

古建筑保护的尴尬， 主要是三方面原

因造成的。首先，违法成本过低。《文物保护

法》对于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罚

款上限是五十万元，与巨大经济利益相比，

区区几十万元的罚款可谓 “罚酒三杯”，怎

能扼住伸向古建筑的黑手？

其次，人力物力不足。 目前，全国县级

及县级以上政府设立专门文物行政部门的

仅有

1/4

左右， 文物行政管理人员平均每

县不足

3

人。 文物执法机构不健全的另一

面，是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缺乏重视。以山

西晋城市为例， 过去六年财政收入增加了

三四倍， 却始终没有增加对文物保护的投

入。

此外，私有建筑失范。 除国有文物外，

很多古建筑的权属归个人所有。 一些居民

保护意识不足，为了盖新房随意拆除，有关

部门却缺乏管理权限，难以有效干预。

值得一提的是， 成龙在新加坡实地察

看拟捐古建筑的安置地点后大受感动，“看

着那些精致的模型和三维图样、雷射扫描，

我才知道他们已经做了周详的考证和周边

环境设计”。一所外国高校对于中国古建筑

的重视令我们汗颜。 呼吁瑰宝留在中国的

同时， 有关部门和全社会更要从中得到警

醒和反思。通过提高违法成本，强化政府职

责，厘清居民义务，让古建筑得到更好的保

护， 不愧对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传统文化

和民族记忆。

(

张枫逸

)

免费治疗禽流感 不必非等“人传人”

日前，“禽流感来了， 谁为患者埋单”

的讨论异常热烈， 有媒体呼吁免费治疗

H7N9

禽流感患者。 对此，中山大学岭南

学院财税系主任、教授林江表示，使用公

共财政资金为

H7N9

禽流感患者埋单的

前提是：

H7N9

禽流感具有人传人的传染

性。 （

4

月

7

日《齐鲁晚报》）

对

H7N9

禽流感的防治，是否已经到

了应该对患者免费治疗的地步，可能还值

得讨论。 不过，认为免费治疗

H7N9

禽流

感的前提是“人传人”，也就是说，只要没

证明

H7N9

禽流感具有人传人的特性，就

不应该实行免费治疗，未免失之武断。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国家对患

有特定传染病的困难人群实行医疗救助，

减免医疗费用。但是“特定传染病”包括哪

些、“减免”如何实施，并没有明确界定。不

过应该看到，规定的“不明确”恰恰与疫情

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新的病种

和疫情随时可能出现，不可能提前作出“一

刀切”规定。事实上，即便是“非典”也没有规定

必须免费治疗，但

2003

年“非典”流行时，

国家及时作出了免费治疗的决定，客观上

为尽快控制疫情提供了保障。

没有规定必须免费治疗，并不代表不

可以实施免费治疗。具体到

H7N9

禽流感

疫情，不但引发全国关注，也引起了世界

卫生组织的关注， 甚至一些周边国家，也

都加强了对入境人员的检疫，影响不可谓

不大。 更重要的是，至少到目前，对其准确

的传染源及传播途径都还不清楚，无论是

出于控制还是研究疫情的需要，建议实行

免费治疗，都并非没有道理。

林江教授认为对

H7N9

禽流感实行

免费医疗的前提是“人传人”，还有个重要

原因，即目前的

H7N9

禽流感病例还都是

散发病例，而他认为散发病例属于个人卫

生事件，人传人才可以看作是公共卫生事

件。 这个判断也值得商榷。

H7N9

禽流感

病例目前已在上海、安徽、江苏等多地发

现，能够仅仅归结为个人卫生事件吗？ 如

果只是个人注意卫生就能避免被传染，需

要关闭活禽交易吗？ 如果只是个人卫生事

件，有必要在多地启动应急防控措施吗？

原本只在禽间发现的

H7N9

病毒，首

次被发现感染人，这是个新情况。 也正因

为如此，加强研究与预防才更紧迫。 愈是

不了解的领域，愈应该多加重视、多些敬

畏。 也许限于财力或其他因素，暂时还未

必能对

H7N9

禽流感实行免费治疗，但这

并不等于不免费就可以理直气壮，更不能

为免费自设“前提”。 日前，国家卫生委已

经发出通知，严禁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或

推诿患者，钟南山院士也呼吁政府设立救

治基金，恐怕这些，才是面对疫情应有的

重视和敬畏态度。

(

刘楚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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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惊人

@

新闻：近日，不少司机反映，江西省内高速公

路未经听证对货车收费价格从

4

月

1

日起大幅上

调，运输成本高涨让他们压力倍增。江西省发改委

收费管理处称，涨价是为了跟周边省价格衔接，而

且涨价只需要批准并不需要听证。 （

4

月

7

日中国

广播网）

听腻了“与国际接轨”，现在来个“与周边接

轨”倒也新鲜。 国际标杆要看齐，在周边地区自然

是不能不向高标准靠拢的，看到兄弟们走在前面，

怎么能掉队落伍，岂不是“发展不够”，再则你涨我

也涨，更有底气。 至于说自己的实际情况，是不足

为虑的。

听证会嘛，大家知道听了也是要涨价的。江西

有关方面省却这个最后总是“高度一致”的流程，

不清谈、不作秀，直接就涨了，很是有“实干精神”。

早涨一天，多收的可都是真金白银。我很担心这种

务实高效作风蔚成风气。 文

/

李建华 图

/

曹一

前往杭州钱江陵园扫墓的

人们发现，陵园东靠路口的一座

墓碑上贴着一张纸， 非常显眼，

路过的人都会驻足围观。 纸上是

一个女儿写给父母的信，责怪父

母不公平，把唯一的房子给了兄

弟，自己什么都没得到。 甚至称

若非父母不公平，也不会死得这

么惨。 “两老真可怜啊，儿女争夺

房产都争到墓地来了。 ”人们对

“控诉” 父母亡灵的做法连连摇

头。 （据《今日早报》）

清明时节，上坟供香 ，祭奠

先祖，寄托情思，本是人之常情。

即便跟亡故的父母说说心里话，

或者述说些不平事 ， 似也不为

过。 但以“控诉信”的方式，发泄

对亡故父母的不满，要与墓中父

母论理，打“阴间官司”，委实令

人惊愕。

争遗产争到墓地，人间的逐

利闹剧会否惊扰先人的安宁？ 当

事者或以为“别出心裁”，殊不知

自己在这出人间闹剧中已然扮

演着“丑角”，除了贻笑大方，又

有何益？ 文

/

言者 图

/

春鸣

“务实高效”

“控诉”亡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