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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猜忌
让校长推荐
无所适从

校长推荐最终沦为与保送和高考同构的“推荐成绩最好的学生”，它是现实约束的产物，是这种
集体惰性在校长推荐制上的延续：虽然人人痛恨高考，但人人在心理上又对这种起码的公平有一种
戒除不了的依赖。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离地面，公众克服不了这种心理障碍，同样，舆论
压力下校长们也是身不由己，校长只能臣服于大众的标准。

舆论不敢信任校长，不愿给校长推荐以基本的信任，心中始终保持着那种根深蒂固的对腐败的
忧虑，然后才有校长们在舆论猜忌前的无所适从。 ——《珠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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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中石油否认逼涨气
价，称已超负荷供气

网友发言
且看涨价前短缺，涨价后充足的活剧再

一次上演。 山东德州网友
之所以先从南方涨价，不难理解，因为南

方人平均收入较高一些。从南方打开缺口，
全面涨价就不难了。 北京网友

不是超负荷了吗？那就多搞几个民营的
吧。 西安网友

话题：河北大名政府大楼
一用50年，全县最破

网友发言
给自己修个像样的办公楼不过分吧，可

他们没有。冲这一点就值得肯定。杭州网友
如果能带动百姓致富，办公楼修漂亮点

也无所谓。 网易网友
怎么不拍拍县领导的家呢，看是不是也

是如此？ 河北保定网友

话题：国土部将推广农村
土地入市调节房价

网友发言
城区拆迁已经七七八八了,打农村的主意

了？不过，农村的拆迁不会像城里那么容易，
因为农民知道土地是他们的根本。 广州网友

今年回老家看了一下，本想在近郊看看蔬
菜农田，结果原来的菜田都变成市场或盖上大
楼了。菜农种地还要花高价租地。大连网友

矿难面前总有“标准答案”？
截至 23日 6时，黑龙江鹤岗煤矿瓦斯爆炸

事故已经确认 104人遇难，还有 4人下落不明。
安监总局局长骆琳说，根据现场初步分析，矿难
是一起责任事故。 （11月23日 中国新闻网）

几乎所有的安全事故的原因都可归于思想
认识不到位和管理措施不落实两个问题。看
来，任何矿难和安全事故不同的只是直接原因，
而抽象的原因是不需要总结的，就拿上一次的

“标准答案”来回答，基本上是不会错的。
于是我们问，在对矿难责任人的查处上，有

没有“标准答案”？记得在七台河矿难的查处
上，造成矿难的主要责任人移交检察院后两年
都还没有得到处理，碰巧被再次前往检查工作
的事故调查组组长李毅中了解到，他气愤地说：

“事故发生快两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处理结果？”
如果对矿难责任人的处理也按照这样的“标准
答案”办事，那矿难真的还会按照原来的套路继
续发生的。 殷国安

韩国免签证为啥相中中国公务员
韩国在《观光旅游业先进化战略》中建议，

进一步推进对部分中国人免签证入境的政策，
65岁以上老人、儿童和青少年、公务员、跨国企
业职员等可以30天免签证到韩国。（11月23日
《广州日报》）

韩国建议将中国公务员列为旅游免签证对
象，当然不在于简单地讨好公务员，而是在于看
中中国公务员强大消费能力，可能大幅撬动该
国旅游市场的实际利益诉求。中国公务员公款
出国消费能力超强早就不是什么新闻。近两
年，各类公款出国旅游消费更是五花八门，有自
己亲自上阵的，也有携家眷“比翼双飞”的；有公
款直接埋单的，也有企业变相埋单的。

其实不仅韩国，周边许多国家地区均在打
中国公务员的主意。从近年来曝光的腐败案例
来看，一批腐败分子正是境外赌博场所创收的

“生力军”。
也别怪人家不地道，专盯着中国公务员的

痒处大肆创收。假如中国公务员时时处处能够
置于社会的高度监督之下，别说是堂而皇之地
公费出国旅游，就是在国内用公款吃顿饭也得
夹紧尾巴，还怎敢乱打公款主意。 陈凤霞

高学历城管，无关城管只关就业
100名第一学历达到本科的幸运儿挤入了

合肥市城管局的大门，其中包括11名硕士毕业
生。（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合肥高学历城管，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一个
就业问题。可以说，高学历者纷纷报考城管，和
扬州船娘招大学生、上海殡葬工招大学生等一
样，都是就业难的原因。有关人士也表示，高学
历者报考城管，更多的是屈从就业压力，冲着一
份稳定工作来的。从这点看，合肥出现高学历
城管，只关就业无关城管。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困难越
来越明显。关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比以前
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徐经胜

11月23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
规定，要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在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临床诊
疗、护理、手术以及其他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同时降低大型医用设备
检查和治疗价格。(本报今日A07版)

大家看到，又一轮新的医改实施方案由
国家几部委联合发布出来了，至于效果到底
如何，只有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实践后才知
道。其实，无论如何改，归根结底，就是要“满
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减
轻群众不合理的医药费用负担”。

近年来，群众“看病难”，尤其是“看病
贵”，要求政府想办法进行医改的呼声不绝于
耳。可谁也没想到，要弄出一个“适合中国国
情”的医改方案竟是如此之难，以至于用了几

年时间，千呼万唤始出来。至于其中缘故，甚
至有什么“内幕”，中国普通百姓不得而知。
只有当我们读了媒体有关报道才明白，原来，

“医改方案的漫长制定过程，实际上是部门利
益博弈的结果”，也正因此，“民众强烈的呼
声，往往在方案内容上变了味道”。（11月23
日《中国新闻周刊》）

不知那些“部门”想过没有，在你们“博弈”
的这几年间，不知又有多少群众因看病贵而看
不起病损害了身体，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

药费降不下来咋办
“高诊费、低药费”的医改方向，符合现实，

顺乎民情，值得推崇。但是，这样的医改方向能
否在具体操作中不变形、走样呢？

首先，“以药养医”的体制没有完全破局。
继20年“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之后，新的医疗
改革方案并未完全落地，政府性投入远远不能
维系医院的正常运转。其次，“医药分开”无疑
是解决百姓看不起病、防范医院开天价方、大处
方的利器。我国新医改方案虽然已经确定了政
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与非营利分
开的改革方向，但是，目前全国许多地方尚处在
试图推行“医药分开”阶段，因为限于当地一些
医院的阻挠、相关部门的顾虑以及摸着石头过
河的难度等，“医药分开”改革一直未能破冰。

“以药养医”的体制没有完全破局，“医药
分开”也尚处于摸索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国
家发改委的医改方向恐难以撬动药品收入这
块奶酪。 惠铭生

新医改不能拒绝市场化
笔者曾与几位乡下亲戚聊起过当前人们热

议的新医改方案，在谈到国家正加大医疗卫生
方面的资金投入时，不想一位老农冷笑回应：

“我们村子里的一位乡村医生，国家没有对他进
行任何补贴，他靠行医赚钱，一家人都活得有滋
有味。大医院有这么多好医生好设备，没有国
家补贴还活不下去，骗谁呢？”对于卖高价药，他
更是一针见血地说：“乡村医生就不敢卖高价
药，他看病太贵，就没人去找他看病，他就没活
路了。”

平心而论，老农的话虽然有些失之偏颇，但
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引进充分的竞
争机制，才是医改的“正道”！

多年来，医改成效不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在“政府主导”的理由下，不仅没有形成医疗
行业的竞争机制，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公立医院
的高度垄断。如果我们在制定医改政策时，忽
视市场化在医疗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其结
果只会使新医改成为“半吊子”改革。 周建邦

归根结底要让群众看得起病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在利益面前，道德的自觉性是靠不住
的。保证改革正常进行的关键环节，就是保
障改革涉及的利益方能够保持博弈的平衡。
既然，医院、药企和患者是医改涉及的利益双
方，就应该让患者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并且
具备与医院、药企博弈的能力。这种能力在
现实中是孱弱的：在就医时，患者与医院既存
在信息的不对称也存在权利上的不对称，患
者既很难对医院的服务质量作出判断，也很
难在问题发生后，以简捷的方式，简单的成本

获得赔偿。因此，在医疗改革时，应侧重于患
者能力与医院能力的平衡，保证改革在设计
的思路上不至于出现误差。

基于博弈能力不平衡，就需要在约束和
保障两个方面共同发力：一方面，用制度遏制
医院和药企的谋利冲动。另一方面，用制度
提高患者的博弈能力，用制度保障他们的知
情权、监督权和接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权利，
以各种有效救济保证问题和纠纷发生时，患
者的利益可以得到优先保障。 乾羽

医改应以制度保障博弈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