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杀名流，就能整饬医疗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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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阳到郑州这条线
路上，客车争客源甚至是
野蛮抢客源的现象时有发
生，有时甚至还会严重影
响到广大乘客利益。这

不，眼前就有本报报道，有南阳乘客在十八里河
处报警求助，用词很夸张：“有人被劫持。”于是，
我市8名全副武装的特巡警飞奔到现场。

联想到前不久也是争客源，一辆客车的女
售票员躺在另一辆客车车轮下一个多小时，二
三十名乘客滞留——客车抢客源抢到这种程

度，再不解决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为什么屡屡发生这种现象，原因当然很复

杂，但说起来，“都是抢客惹的祸”，都是为了经
济利益，都想多增加一点收入。想增加收入当
然没错，但采取这种野蛮的方式，显然不可取。
不论是车主还是售票员也都不能只顾自己的利
益，忘了乘客的利益，不然，说不定适得其反，还
会影响自己的客源。

当然，出现这种现象，说到底，一些管理部
门也有责任。管理管理，就是要管要理。一再
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就需要我们查个究竟，

拿出解决的措施，比如是否存在线路重复，是否
需要优化整合，哪个车跑哪条线路，几点发车，
这一切，都总该有个条文规定。现在有些线路、
有些客车似乎“无组织，无纪律”；有的车为了多
拉客源，完全置乘客利益于不顾，开着车在城市
转悠。如此这般，那些负责管理的部门难道就
没有责任？

再说了，抢客源绝非正当竞争，所以说，即
使从维护城市形象来说，不论是车主还是管理
部门，都不应该让这种无序而又野蛮的现象再
存在下去了。

评“长途客车争客源惊动110”（A13版）

野蛮抢客源，被“劫持”的是谁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人民日报
户籍制度改革会走多远

话题：国务院日前要求，对企业招用非
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各
地城市应该取消落户限制(直辖市按有关
规定执行)。

观点：就业、医疗、养老……2009年，
户籍制度正成为社会力求变革、寻求机遇
的一个突破口。仔细看来，无论是上海户
籍新政，还是国务院的“要求”，都不足以对
户籍制度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前者，被当
作人才引进的奖品和工具；后者，虽是前所
未有的举措，但同样属于“政策杠杆”。

一直以来，我们许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被看成“改革开放前沿”，所谓改革开放，不仅
是对外开放，还有对内开放。而户籍制度改
革便是对内开放的一种，如何调整户籍制度
下的利益格局，破除户籍制度背后的地方保
护壁垒，冲破传统的“户籍制度文化”，是
2009年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使命。

东方早报
老板的情妇淘汰赛

岂止是个人悲剧
话题：山东青岛城阳某公司老板范某

在资产缩水后，让 5 名情妇进行了三轮
“PK”，争夺一个被包养名额。被“淘汰”的
情妇于某假装约所有人一起游玩，途中开
车冲下悬崖。

观点：在这个时代，找到终南捷径，最
快速获取“成功”，成了一种最稀缺、最受欢
迎的谈资或励志案例。某些人因为出身、
外貌等天生的条件轻而易举地就获取了普
通公众可能努力奋斗几十年都不能得到的
财富，一些人在羡慕之余，对比自己的境况，
很难保持心理平衡，非理智选择在所难免。

因此，看似荒唐的“PK”背后，既有多
元价值观带来的个体迷失，也有残酷的竞
争和个人道路的狭窄，但究竟何者更具有
决定性？难道它仅仅是个体的悲剧？

羊城晚报
强者示弱才能平稳

转入公民社会
话题：广州地铁公司总经理说，钉子户

很厉害，地铁公司才是弱者。
观点：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转到公民社

会，这一点看来是有了共识。但为什么转型
为公民社会时政府及政府部门就要强势呢？

这个世界有漫天要价的人吗？大概确
实是有的。如果是对个人权利过于夸张的
坚持，那表明公民是一个需要在操练中养
成的新角色。那些“公民太强势”的所谓例
证，虽然听起来还算生动，其实要么是极端
个例，要么表明强势权力即使自己没有示
弱的态度，也没有使其治理下的人学会做
负责任的公民，而转型期正好需要让社会
各方操练和习惯新型政治。

“躲猫猫”有风险，游戏需谨慎
云南青年李乔明死在看守所，警方称其“躲

猫猫”时撞墙。 （2月17日《今日早报》）

又是一个案件引发的流行语。上次是瓮安
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警方公布调查结果时提
到了“俯卧撑”。这次是“躲猫猫”。

一个只是想在结婚时风光一些的成年人去偷
伐林木，在看守所还有心情玩起童趣十足的“藏猫
猫”，可见，李乔明对生活还是充满了热爱的，虽然
游戏的环境不是那么的容易让人轻松起来。可惜
的是，他热爱的生活不热爱他，他死在游戏中。

对李乔明的死亡，就有占据支持榜冠军位
置的网友跟评“证明”：是的，他左脚踩在右脚上
咬自己的鼻子。苦谑中有些无奈，更有些悲
愤。于是就有非理性的对联出现：前有俯卧撑
后有躲猫猫 荒谬绝顶。 四川达县 张敬己

“挂号公司”比“号贩子”更可怕
在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只要购买一张由

一家公司发售的预约卡，即可一个电话挂到中
意专家号，还可享受“加塞儿”就诊待遇。

（2月17日新华网）

这家公司目前已与全国400多家医疗机构建
立了合作网络，可预约主要城市几万名专家门诊
号。一张贵宾卡，年“预约挂号费”就高达3600
元，而且仅限1人使用。显而易见，与“挂号公司”
相比，一般的“号贩子”只不过是“小巫”而已。

从利益层面讲，“挂号公司”与“号贩子”的
投机行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然而“号贩子”
倒号是偷偷摸摸，“挂号公司”则打着“便民”的
旗号。恕我直言，医院与“挂号公司”实质上结
成一个利益同盟。而可怕的是，其公立医院公
益性也就荡然无存。 陕西周至 纪卓瑶

摇号发放旅游券是“懒汉派送”
南京市免费发放乡村旅游消费券，摇号产

生了20万户幸运家庭。（2月17日《扬子晚报》）

“摇号”产生的20万户幸运者，其中肯定存在
很多人不愿意出门旅游，对那些因种种原因不愿意
领旅游券出门的旅游者，即使被幸运“摇中”，他们
也不会去领那百元旅游券。而这些无人认领的旅
游券，只能是无效的消费券。一旦失去有效监督，
便可能流向市场，大量旅游券便成为“腐败券”。

由此可见，“摇号”发放旅游券这种“懒汉派

送”，存在着很多问题。旅游券要派送到那些需
要旅游券的普通老百姓手上，而不是简单通过

“摇号”这种方式随机派送。 安徽巢湖 徐经胜

网友以网民身份当选人大
代表传递的音符

洛阳网友“老牛”“爱我洛阳”“flush”“大河”
成为即将召开的洛阳市“两会”的代表和委员。

（2月17日《南方都市报》）

一直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对我
国网络带来的消极因素深感忧虑，他们指出，网
民没有责任心，信口开河，甚至恶意利用网络攻
击、中伤他人。其实，近两年来，许多不为外人
所知的“内幕”首先来自网络和网民的揭秘和质
疑，随后传统媒体跟进，继而成为社会公众事
件。如果没有网络这个平台，没有广大网民的
监督，想必事情不会那么快就变得真相大白。
可以说，一次又一次的“网络监督事件”不止一
次证明，我国网民已日趋理性与成熟了。

网友能以网民身份当选人大代表和成为政
协委员，说明我国网民的综合素质提高了，并得
到了人大、政协的肯定。 四川成都 陈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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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等5
部委16日联合下
发通知，禁止聘请
不具备执业资质
的人士担当医疗、
健康类节目的嘉
宾，严禁演员和社
会名人主持医疗、
健康类节目。

（2 月 17 日
《广州日报》）

重申“四不准”，效果有几何
该通知是对之前禁止广播、电视媒体发布

医疗、药品广告“四不准”的重申，颇似舆论民
情汹汹下的一个“应对”之策。

广电总局频频出台的一系列“通知”，几乎声
音都很强硬，但下面的地方电视台、电台基本上
都只是虚晃一枪，变个形式将违规之举重新亮
相，广电总局便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婆婆”，不能够
令行禁止，这样的通知将成为一纸空文，麦秆吓
老虎，喊得凶起不了作用，最终仍是失信于公众。

其实，如果明确了电台、媒体、代言人要承
担连带责任，出现医疗、医药事故，应承担明确
的经济、法律责任，看有哪几个明星还敢那样
要钱不要命，要钱不要脸？ 黄晋

公众“吃错药”，是谁惹的祸？
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脑、电视，医疗节目和广

告几乎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有资料统计
表明，因为医疗节目和广告的误导，我国每年有
250万人吃错药看错病。

不能否认，一些医疗节目和广告因为明星
和名人的加入，进一步误导了公众“有病乱求医”
和“宁可信其有”的心理，许多求医心切的患者正
是出于对“演员”和“社会名人”的信任，听信虚假
医疗节目和广告的宣传，不仅付出了高额医药
费，更有甚者延误病情或被误治。从这个角度
讲，演员和名人的宣传和代言行为难辞其咎。

严禁演员和社会名人主持医疗、健康类节
目，只能是整饬医疗节目和广告的治标之策，最
根本，恐怕还是要从源头上完善医疗节目和广
告的审批程序，对于虚假和误导患者的医疗节
目和广告要加大处罚力度。 邓为

广播、电视媒体为何要开办医疗健康节
目？或者说其提供这一平台的宗旨和本位是什
么？首先是服务哪些对健康有需求的人，这类
人一是病人，相关节目既有利于他们了解相关
的医学知识和信息，对生活也是一种调剂和指
导；二是健康人群，接受相关资讯不仅是一种乐
趣，还可以把所学到的知识用来指导生活实践，

并且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周围的人。
换言之，如果归类的话，医疗健康应属于社

教节目，媒体之所以要开办这类节目，其宗旨和
本位就在于公共服务，并以此吸引受众，扩大影
响。因此，相关治理工作的根本之道是对这类节
目加以规范，哪些是服务性节目，哪些是“软广
告”，要明确告诉受众，让受众有所选择。王小莉

明星们占有的社会资源远远大于一般人，
他们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老百姓来
说，有明星代言的东西应该更可信，“他们总不
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吧？”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真的有人在“开玩
笑”——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但是，倘若做广

告的演员利用自己的肖像、签名、言语等对商品、
药品进行宣传，而此人从未使用该商品、药品，你
能说这个广告不虚假？倘若做广告的演员被白
花花的大堆银子炫花了双眼，就马马虎虎或稀里
糊涂做了这“托”那“托”，进而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造
成严重危害，你能说这个“托”能脱了干系？翟福琼

回归本位才是治本之策

吴之如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