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德考核背后的大问题
国际医药巨头在华曝出“贿赂

门”，陕西医生卖婴，最近关于医生
的负面报道频见报端。 中国医师协
会表示， 因医德医风未通过考核的
医生将被列入“黑名单”，建议对其
“终身禁医”。

医生这个职业， 的确对从业者
的道德本应有着更高的要求， 而医
德也是每位医科生的必修课。 医德
也并非虚无缥缈， 早有客观的评判
和细则的定义。但是，医德考核是否
万能，能够清理医生群体中的败类，

甚至避免恶性事件？ 答案恐怕并不
乐观。

当医生被分派了创收的任务，

甚至连绩效和奖金都与之挂钩，医
疗服务整体的“趋利化”，其实已与
医德无关，更多体现出制度的授意。

例如，漳州医疗腐败窝案，竟无一公
立医疗机构幸免， 药品贿赂已成普
遍潜规则。 这个时候与潜规则对抗
的医德其实胜算不大。 一些有“医
德”的医生，反而显得不受待见。 如
此背景下，又怎能企望“医德”脱离
土壤独自绽放呢。

另一个问题在于， 医德的考核
究竟遵循怎样的标准， 又由谁来考
核？ 假如医德考核不过是体制内的
自律，就好比让人“搬起石头砸自己
脚”一样天真。 试想，医疗贿赂窝案
的发生地，是否能通过自律式“医德
考核”来自曝家丑。 可见，当下医疗
领域的诸多问题， 并不能全归咎于
医德。

一言以蔽之，“医德”必须倚重，

但“医德”却绝非万能药，相比“医德
黑名单”，更当紧的或许仍是培植让
“医德绽放”的制度土壤。 （武洁）

有多少成“精”的猪漏网

在神话传说《西游记》中，天上不少未被看
管好的动物，都跑到人间成了精，为害人类。但
其实，现实中脱离监管而成“精”的东西也有不
少，譬如食品。

近日， 某知名苹果醋被媒体曝出“三精”

（醋精、香精、糖精）勾兑问题，紧接着，广州从
化一养猪场又被查出了瘦肉精，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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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生猪已被有关部门全部封存。 媒体最新消息
说，涉事养猪场的瘦肉精来自饲料店，曾经避
开了农业部门的两次检测。

说起来，食品成“精”是一个存在已久的老
问题。为了节约成本，省略生产程序，一些不法
企业总也抑制不住在食品中添加点儿能立竿
见影、事半功倍的化学物质，譬如酒精勾兑成
酒水、醋精勾兑成“老陈醋”、辣椒精制作火锅
或辣酱什么的。 至于令人闻之色变的瘦肉精，

其生命力则远比猪要顽强，几乎每年都会“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

其实，能够让动物产生更多瘦肉的瘦肉

精，种类繁多，譬如：克伦特罗、莱克多巴
胺、沙丁胺醇、特布他林，大约十来种，名字
都挺洋气的。 据说，还有成“精”的专家受利
益驱使，秘密地研制新型瘦肉精。 前年，湖
南警方在侦破一起跨越湘、闽、浙三省的瘦
肉精产销大案时， 从浙江大学教授邹某处
查获含苯乙醇胺

A

的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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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苯乙
醇胺

A

， 便是当年首次在国内发现的新型
瘦肉精。

而且瘦肉精这东西，也不光是添加在饲料
中。就在前天，公安部通报说，日前公安部统一
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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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警方协同作战， 捣毁在兽药中
非法添加瘦肉精等违禁物质的一家企业———

江西海联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查缴
20

余种伪
劣兽药

4000

余箱，摧毁涉及
21

个省区市的伪
劣兽药销售网络。此案是国内破获的首例兽药
添加瘦肉精案件。

利用瘦肉精作案的行为如此猖獗和隐秘，

且某些大案要案都是“首次”破获，且像本次从

化涉案养猪场“避开检测”的事例并不在少数，

可以想见， 有不少瘦肉精猪肉成了漏网之鱼，

进入了市场及市民餐桌。所以，当媒体报道说，

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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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涉事生猪已被全部封存，所幸没有
流入市场时，我觉得很幽默———被封存的生猪
当然不会流入市场，而已经流入市场的，又怎
么能封存在生猪的状态呢？

老生常谈的“加强监管”固然是必要的，

但是百密难免一疏。 因而，转变监管方式显
得尤为紧迫。 譬如，抽检制度不能只局限于
养猪环节，在销售、宰杀、菜场零售等环节同
样要加强监测。 而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则是
尽早建立养殖准入制，禁止未获牌照的养殖
户生猪进入市场。 同时，政府还应当加快建
立大型生猪养殖基地，以保质保量地进行市
场供给。

总之，瘦肉精阴魂不散，表明政府管控工
作还需继续努力。 同样，任何一种成“精”为患
的食品，都在提醒公权机关进行反思。 （椿桦）

@

一语惊人
@

“这是接吻大赛不是斗鸡大赛”

———河北百对情侣高温下比赛
激吻， 奇特的吻姿引来主持人如此
调侃。

出处：中国新闻网
“我们是来盗墓的，墓洞里面没

有氧气，两名同伙还困在里面”

———西安盗墓团伙作案被困墓
洞，同伙无奈报警求助。

出处：《华商报》

“大多名师实际上指的就是普
通学生”

———北京艺术培训班
3

个月
收费

6

万，在校生冒充名师授课。

出处：《法制晚报》

“随便你啷个子处罚，我都不接
受”

———成都女教师违规坐车遭拦
截，连扇交警三个耳光。

出处：《天府早报》

“喝一杯酒给
500

元、 三杯给
1800

元”

———为挣小费， 上海陪酒女酒
精中毒身亡。

出处：《解放日报》

“他就是那样懒散，看起来就像
坐在教室后面无聊的孩子”

———奥巴马誓言引渡斯诺登，

称普京像无聊的孩子。

出处：《京华时报》

（木华辑）

多一点群众教育 少一点教育群众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广泛进
行，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纷纷深入群众听取意
见。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也有一些干部认
为，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党群干群关系出
现问题双方都有责任， 在教育干部的同时，也
要抓紧“教育群众”。

一些基层干部抱怨， 现在有的老百姓
“不讲道理”，“有理没理，先闹起来”，大大增
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不可否认，确有个别
人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
决”影响，但仔细分析，有些群众之所以变得
“难缠”， 是因为部分党员干部工作能力不
足、作风粗暴。 面对“通不通，三分钟；再不
通，龙卷风”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

不良作风，群众自然“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
法”。

群众是“水”，干部是“舟”；群众是“主”，干
部是“仆”。 一味强调群众素质低的观点，本身
就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思想。群众
观点出现了偏差，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出现问
题时自然就很难反诸自身、查找不足，反而会
很轻易地把问题归结于群众身上。 事实上，群
众变得“难缠”，无非就是因为权利意识的增强
和对领导干部执政要求的提高。

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发生群众以多种方
式反对“政府眼中好事”。 从根本上说，并非仅
仅是部分群众“不明真相”、“不近人情”，而是
一些领导干部在求发展、 保增长的过程中，忽

视了“发展为了什么”的根本宗旨，总是试图用
地方经济发展的“大道理”压倒群众维护个人
利益的“小道理”。 一味循着这样的思维方式，

坚持“上面得病、下面吃药”的错误认识，干群
关系只能渐行渐远。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基层开展各
项工作的难度确实加大。 还按照过去那种“提
要求”、“发号施令”的工作方式，显然更不易得
到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只有变“管制思维”为
“服务理念”，少一点对群众的求全责备，多一
点对自己的一日三省，才能在改作风、革弊病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探索出一条顺应
时代的党群干群关系“共振”之路。

（新华社记者张钦）

新闻：有网友就四川阆中商品房产权只有
40

年一事咨询阆中市国土局， 其官方网站回
复：

40

年后， 我们是不是还存在这个世界，不
要考虑太长远了。日前，阆中市国土局回应称，

此回复“言语不当”。 （

8

月
11

日中国广播网）

40

年后， 你未必还活着， 何必在意房产
呢？ 看似大彻大悟的宽慰，实则透着没肝没肺
的冷酷。 它不是出自什么世外高人之口，而是
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的笔下，其不耐烦、讥讽、

愚弄、无情无义的嘴脸跃然纸上，岂止是“言语
不当”。

要人家“不要考虑太长远了”，有些地方

政府从来就是既考虑当下， 又放眼长远的。

他们不遗余力地鼓励人们拥有房产，如果没
有房产就是与财富、 幸福无缘的失败者，以
及潜在的危险分子，是要查暂住证的，但过
了数十年后，即使好好活着，手中的房产会
怎么样也是没底的。不过，比起

70

年的住宅
土地使用权， 规定只有

40

年期限的阆中显
得那么急不可耐。

而这
40

年期限， 当地认为“符合政策规
定”，因为有关规定的最高年限是

70

年，这真
是“大刀阔斧”地用好政策。 难道有话好好说，

这一政策本身就没有问题吗？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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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漏电
敲响安全警钟
几天前， 在朝阳公园酷迪宠物

乐园内， 发生一起游泳池喷泉漏电
事故，一名青年男子不幸被电身亡，

其妻被电晕， 两只宠物狗当场触电
身亡。转瞬之间，一对刚刚领证的夫
妻天人永隔，令人痛惜。

11

日，朝阳区安监局对外通报
了事故原因，经初步调查，喷泉漏电
系异物进入水泵所致。 据业内人士
透露，喷泉在安装过程中，都装有漏
电保护装置，发生漏电时，可及时断
电。如果发生漏电，要么是装置本身
就不合格， 要么是根本就没装漏电
保护装置。 此外， 潜水泵安装过程
中，接线线头处理不当也会漏电。这
次泳池漏电事故， 足以引起高度重
视。 有关方面必须对“喷泉安全”负
起责来，举一反三，大力排查隐藏在
音乐声中的致命隐患， 为游客提供
安全保障。

安全不仅是个技术问题， 也是
个管理问题。 朝阳公园宠物乐园的
泳池漏电事故发生后， 泳池的工作
人员并未参与抢救， 也没有帮忙送
被电者去医院， 反而是现场游客关
键时刻挺身而出， 他们的热心相助
令人感动。 有关方面生死关头的缺
席， 到底是不负责任还是根本就没
有防救措施？实际上，不少游乐设施
都是粗放式管理， 利益逻辑主导一
切，说白了“管理就是收费”，一旦交
钱进场，运营管理就开始“大撒把”。

事先的安全告知能省就省， 事中的
安全措施马马虎虎， 出了事的安全
救护基本无能为力， 多少不应发生
的悲剧由此而生。

一些公共场所尽管看起来平安
无事， 其实是在非常脆弱的安全基
础上运行， 一出事就是人命关天的
大事。管理不善，安全风险就会加速
累积并成倍放大，这一点更需警惕。

另外， 不少公众的安全常识和防护
技能也很薄弱，比如遇到触电，第一
反应往往不是拉闸断电， 而是慌乱
地拉人拽人，结果可想而知。

泳池漏电事故敲响了公共安全
警钟。 当前正值盛夏， 从泳池到海
滩，从游乐园到商场，都是人员密集
之地，安全风险也在增加。 对此，有
关部门应多一些忧患意识， 商家应
履行对顾客的责任， 公众也宜增强
安全意识，大家从细节做起，从点滴
改进， 共同构筑无所不在的安全防
护网络。 （陆文江）

未必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