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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动物保护法建议
稿规定虐待动物追究刑责引
争议

网友发言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动物保护法，这是

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山东网友
保护动物权利与保护人的权利两者是

统一的，保护动物权利是保护人的权利的具
体体现，把保护动物权利与保护人的权利对
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江苏苏州网友

还是提高一下养狗人的素质吧，如果
解决了狗咬人、狗扰民问题，我们不反对立
法。 辽宁网友

话题：重庆交警下月起
将有权直接刑拘嫌疑人

网友发言
在别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交警滥用职权，

但是在今天的重庆我觉得不会。
内蒙古包头网友

刑事侦查权这么重要的司法权，授予一
个不擅长于刑事案件的部门，只是因为公安
部门内部协调出问题，交警的人身财产权不
能获得及时有效的保护不是获得授权充足
的理由。 福建龙岩网友

如果交警能够秉公执法，此举对于重庆
广大百姓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山东临沂网友
我认为此举不宜普及。全国的交警素

质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可能导致画虎不成反
类犬，激化警民矛盾。

江西赣州网友

怎样讲述爷爷的故事，才是这个时代接近历史真实的最好选择呢？在我看来，除了《建国
大业》这样的历史叙事之外，还有更多还原历史的方式和途径。

历史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些真正深谙历史幽微细节的人们，或许更明白时间
深处到底在诠释着怎样的价值。也就是说，历史叙事，除了现代大开大阖的艺术展示，还需要
去触摸历史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的印记。

当每个人心中有了真实而笃定的历史，并且获得充分的展示空间，那样的历史才不会变成
谁都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重庆时报》

近日，省人大又审议
了两大民生法案，其中一
个是《河南省水污染防治
条例（草案）》（今日 A05
版）。其中在这个法案中
有一条，那就是上游弄脏

了水要向下游赔钱。按说，这是天经地义的
事，但很长时间却出现扯皮现象，上游的责任
人并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

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过去，野外不论哪
一个小水沟里都有鱼虾，甚至在有些农村，简
直可以说“有水就有鱼”。然而，现在没有受到
污染的小水沟大概已经不多了，在受到严重污

染的水沟里是不会见到鱼儿小虾的。我们的
环境，特别是水污染到底有多严重，只要到一
些地方去看一看，就不难得出答案。因此，出
台有关水污染防治条例实在是刻不容缓。

现在问题的关键，还不仅仅是某个地方因
工业生产给当地环境造成污染，而是有些人对
造成这种环境污染的麻木性，甚至根本就不把
造成环境污染当回事。

说起来，哪个地方都想把经济搞上去，这
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可要想把经济搞上
去，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产业，自然也就难免
会搞些工业生产；又由于客观存在，只要一有
工业生产，也就不可避免地对环境带来污染。

这原本都是“发展中带来的问题”，可现在

一些人对环境带来的污染，不是从一开始生产
就想到应该如何去预防去治理，而是从有了设
想到图纸规划，从投资建厂到开工生产，直至
带来了很大利润之后，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依
然毫不动心。

更严重的是，现在有些官员，其中包括环
保部门的有些官员，明知别人通过调查已经掌
握了“事实”，搞清了十分隐蔽的“排污口”之
类，自己说谎时依然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
跳”。其实，大家都明白，就算有些地方的经济
真的搞了上去，又能给当地百姓造什么福呢？
所以说，一旦有关水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
对水污染的责任者，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也
不管有什么理由，都要进行相应的处罚。

图/李嘉（请作者联系本报）

无论谁造成污染，都该埋单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当医师可以合法“走穴”后
医院的医

师偷偷到其他
医院（区县或民
营医院）开展手
术或诊疗活动，
借此获得可观

报酬的行为，因一直没被卫生主管部门
和医疗机构允许，被称之为“走穴”。

日前，卫生部发布《关于医师多点执
业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医师可以多点
执业，至此，医师“走穴”步入合法化时代。

（详见本报A26版）

由于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差异，一些低
收入患者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而且低收
入患者就是到一些大医院就诊，同样也存在着
住院难、就诊难的难题。

医师可以多点执业，可以“以二级医院的
价格，得到三甲医院的医疗技术和服务”。这样
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低收入患者的看病
难、就诊难的难题，也可以方便患者就近治疗。

此外，医院通过这种交流，也可以为一些基
层医院培养高技术的医疗人才。

所以说医师“走穴”可以化解看病难，化解
这种看病难不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一种长期
的利益效益。在化解看病难的同时，是基层医
院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基层医疗单位医疗人
员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才是化解看病难的有
效良方。 季建民

医师“走穴”合法化，“保守估计，一年增收
10万元不成问题”。这对于正在偷偷摸摸地干
活以及那些对走穴觊觎已久、又担心贸然走穴
会被受罚的医师，无疑是个重大利好消息。

卖艺的生意叫穴。很明显，乐于走穴的医
师不是为了搞医疗扶贫，挣外快才是他们的终
极目的。因此，他们到哪里卖医术不是取决于
医政部门一厢情愿的希望，而是“走穴”市场行
情使然。哪里有需求，哪里出价高，就到哪里

“走穴”。通常最需要高水准医疗服务的地区，
恰恰是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对以挣
钱为目的大医院的医师基本没有吸引力。所以，
想靠医师“走穴”平衡资源配置，让他们主动到基
层和农村多点执业的想法，基本是纸上空谈。

医师“走穴”合法化还会让一些医师把“走
穴”主业化。与正常上班坐门诊、做手术的工资
相比，走穴的可观收益可能会让某些医师“身在
曹营心在汉”。 牛牛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如果监管处于盲
区，一些医生就会过于追逐医疗服务的数量，
甚至是超范围执业，或者是在没有注册前提下
的不规范执业，这些不端行为都有可能会诱发
医疗事故，产生一种因为“走穴”而出现的新医

患矛盾。
在这种现时背景下，“医师多点执业”的医

疗风险需要尽早防范，避免出现“非法走穴”伤
民的现象滋生，引起公愤，使良好的政策产生民
情阻力，不利于卫生建设的进步。 吴帅

【正方发言】 医师“走穴”可以化解看病难

【反方发言】 挣外快才是“走穴”者终极目的

【中立者说】 需要尽早防范医疗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