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锐评

热点话题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2011年2月25日 星期五 统筹 安学军 编辑 李记 校对 学文 版式 王小羽

中原时评A02

社会关注

谁在拿孩子的“起跑线”忽悠
□单士兵（江苏）

话题：广州交通拯救队
清障收费6万元，称冒死应
收高价

网友发言

“车辆救援风险高”是交通拯救队队
长周记良开出“天价费用”的一大理由。
周记良说，在繁忙的公路上完成起吊、拖
车、清理现场等工作，很危险，他手下有多
名队员因二次事故负伤，“我们冒死清障，
为车主服务，应该有高回报”。连资质都
没有，还理直气壮地把自个儿说得像英雄
似的，不脸红吗？ 河北网友

车祸当天在现场执勤的谭警官表示，
“新城汽车运输服务部”的经营行为与警
方无关……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谁
信呢？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服你了，
行吗？ 湖北网友

话题：贵州将投 5000
万修建一批四星级旅游厕
所服务旅游

网友发言

公厕这档子事，干净卫生有人管理就
可以了，至于星级不星级，那好像是酒店
的事情吧？ 新浪网友

每座厕所投入 30 万元，按星级标准
建设，厕所设施除了常规配套外，还将增
加洗手化妆间等附属配套设施，管理标准
按照星级酒店厕所的模式进行……有这
个必要吗？本身就是欠发达地区，把钱花
在改善贫困民众生活上，岂不更好？

搜狐网友

话题：医生手术后归还
3400元红包，称术前让家
属心安

网友发言

负责孔大娘手术的姜主任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张先生当时到他办公室简单自
我介绍后，便塞给他一只红包，红包很鼓，
他知道钱不少，当时不马上将红包退给张
先生，是害怕家属及病人有心理负担，认
为医生不收红包手术就可能“不用心”。
成功手术后，他便到财务部将红包里面的
3400元钱，全部打到了孔大娘的账上。有
良知，有医德，好医生！ 北京网友

为什么不把红包缴到办公室，姜主任
称怕“张扬”，怕被医院“宣传”。他还一再
恳请记者不要宣传他个人，不要写他的名
字，甚至姓也最好用“化名”，“这是因为不
收红包，是一个医生的底线，不值得多说
什么”。说得太好了，可是，这样的好医生
太稀缺了。 上海网友

话题：陕西网友晒父亲
粗糙双手，边为其剪指甲边
流眼泪

网友发言

如此熟悉！如此亲切！原来父亲在
农村时，手也是这样的，真的很辛苦，感谢
父母的付出，让我们读书，走出了农村。

网友：大华
“大禹汉子”感慨，几十年岁月的洗礼

和风霜的侵蚀，将父母变得那么苍老，那
么无力，那么多病。他们却从未向儿女们
索求过什么。这双手见证了父母的付出，
自己应当怀着感恩的心，记录下来。愿天
下所有的父母健康长寿，幸福快乐！愿天
下的父母都健康、快乐地活着，孩子都能
多抽一些时间陪陪他们。网友：孤注无名

“公车不公”一直招致民怨很深，民众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让公车改革再度面临
破冰。媒体报道称，广州的公车将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我的看法是，
GPS到底会不会让公车监督的近视眼变成千里眼，还要看事后追究能否严肃落实。如
果没有严惩和追究，这近视眼看起来变大变亮了，但不过是一场美容，近视眼依旧近
视，只不过安装了价格昂贵的美瞳而已。 ——《京华时报》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忽悠！”说这话的人，是教
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
王定华。日前，他在教育
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说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而选择所谓好的
初中，好的小学，乃至好的幼儿园，虽是一种可
以理解的家长心理，但它并不符合科学的逻
辑。 （2月24日《京华时报》）

不难想象，按照王定华的逻辑，孩子学习
成绩不好，考不上好学校，最后都要归结为他
们自身不够努力；当然，也可以把责任推给家
长们。相信这位教育部官员可以通过一些事
例来证明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正确性。问

题是，科学是从来也不是用特例来支撑的。教
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的差异化，已经被普遍事
实与大量数据明证过。

“好的初中，好的小学，乃至好的幼儿园”，
这些教育的起点，理应具有全民性、公益性、
基础性特征，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也是社会发展的均衡器。这本身就要求，义
务教育不应该将公民分为子丑寅卯不同的群
体，来提供不同的教育。作为教育部官员，
不去反思在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上的管理责
任，反而扛着“忽悠论”，把问题推给社会与
公众，这种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公权力应有的
品质。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
的解决，就是与背后牵涉到太多的利益博弈有

关。这不仅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博弈，
也体现于社会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博弈。不
难想象，在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发达地区
要优于欠发达地区，那些有权有势的群体也远
比普通公众更容易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前
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机关幼儿园”享受天价
财政补贴的新闻，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个问题上，就算这位教育部官员是个
特例，就算还有少数官员愿意把自己孩子送到
山沟沟里去读书，恐怕人们依旧相信，“教育资
源分配不公”绝不是一种忽悠。所以，面对这
种严峻现实，教育部门绝对应该拿出足够的诚
意和勇气，正视问题存在的根源，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缩小现实存在的不公，真正让义
务教育回归公共产品的本义。

车船税立法的亮点与缺憾
2月 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车船税法

草案。二审草案对一审草案进行“大修”，降低
了2.0升及以下乘用车的车船税额，使之与现行
车船税额大体相当。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张柏林表示，税额调整后，存量车船的车
船税收入与原收入基本持平。

（2月24日《新京报》）
从性质上看，车船税属于财产税。并非所有

公民财产都需缴纳财产税，该不该将乘用车纳入财
产税征收范围也值得商榷。众所周知，目前附着在
机动车上的税费很多，车主的负担已经很重。从计
税依据上看，车船税既然属于财产税，理当按照乘
用车的价值征税，而不应依据排量征税。而且，车
辆在使用过程中，其实际价值是逐年递减的，因此
所缴车船税应逐年降低，而不能每年都一样。实际

上，依据乘用车的价值征收车船税并不存在操作上
的困难，因为车辆在销售时是明码标价的，车辆使
用年限也是有据可查的。

从目前的情势看，车船税法草案纵然是一锅
“夹生饭”，我们也要囫囵吞枣地吃下去。值得欣慰
的是，大多数车主的税负不会增加，而值得吸取的教
训是：税收改革大事，理当做到严谨缜密、名正言顺，
让名义与结果、程序与实体都经得起推敲和质疑。
车船税立法一波三折，其根源即在于有关方面当初
考虑不周，以致后来无论怎样修改都难如人意。但
愿以后的税收立法不会重蹈这一覆辙。 晏庆盛

“版面费牟利”源于“劣币驱逐良币”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相关负责人 23

日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将对大量刊载学术论文
的期刊进行监测评估，对学术质量差、经营水平

低、靠收取版面费生存的期刊予以停办。
（2月24日《人民日报》）

版面费潜规则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低水平
重复出版，制造论文垃圾，再加上以论文论英雄的学
术评价机制使学者沦为生产论文的机器。论文成了
为写作而写作，使得学术造假应运而生，最终助长了
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的蔓延。可以说，版面费
潜规则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幕后推手。

在学术期刊潜规则之下，我们看到了什么？看
到的不是学术繁荣，而是学术大跃进，学术市场化
和产业化。有人明确指出，我国每年发表论文十几
万篇、出版专著近万部，但其中90%没有什么创新，
只是东抄西凑。学术之所以能够当作商品来经营，
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而这种需求的深刻
根源又在于学术评价机制的导向作用。

笔者以为，“劣币驱逐良币”之下的版面费潜规
则，不加以治理，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我们
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对学术期刊责任和部分学
者功利、浮躁心态的批判上，而应去反思形成这种
现状的制度性因素，改变学术评价奖惩体系。既要
让牟利性质的学术期刊退出，也要改变当下职称评
定、学术评价的弊端，二者缺一不可。 朱四倍

沈海涛 图

一位年轻医生的微博上出
现了以第一人称讲述的与濒死
患者的故事。其中有“您就等
我下班再死，好不？”等字眼。
微博上还张贴病历，将病人宣
布临床死亡称为“亮点”、“今晚
可以睡个好觉”……这些内容
被网友截屏后，在22日以微博
形式发出并迅速引起了疯狂的
传播。在汕头市一家医院工作
的这位医生被推到了风口浪
尖。23日，汕头市该医院宣布
已经停止了该医生的处方权，
并调离临床岗位。

（2月24日《广州日报》）

说几句“雷语”未必就是医德败坏
身为医生，看到这则新闻时，我想起了一位医疗界前辈的话，作为一名医生，在对待病

人时，你的每一句话，包括你的仪态、举止都应该传递出你的专业与诚意，让病人对你产生
信任感。这种观点得到了多数从业者的认可。问题在于，医生也是人，不同的医生有不同
的性格。要想让医生们都做到严谨、专业、权威、冷静，显然需要时间的锤炼。

作为医者，的确应该学会尊重生命、尊重患者，但对大多数刚入行的医生而言，要真正
学会对生命的尊重，这需要时间，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在一名医生成熟起来的整个漫长过
程中，他们可能避免不了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医生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纠错、不断成
熟的过程。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能给他们多少包容与鼓励？

这名年轻的女医生因为无知与不自省，说几句雷语未必就涉及医德。需不需要对之进
行如此严厉的惩罚？这是个问题。在一个连犯一丁点错误也容忍不下的医疗环境氛围下，
这种过了度的零容忍，难道就有利于医生们的成长？在这点上，我是比较怀疑的。 吴帅

让病人“下班再死”
怎配当“白衣天使”？

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被人喻为“白衣天使”。
可是，一条微博透露了这位医生对病人的冷酷和麻木，
这样的医生算是白白糟蹋了“白衣天使”这一名号。

据当事人辩称，其微博被人盗用，对此，有关部门
还需作进一步调查。现在，假设微博内容为真，就是当
事人自己所发，一句“等下班再死”，相信绝非是其口不
择言的无心之过，而是从骨子里对病人不尊重、对工作
不敬业的潜意识反映。

此事既出，有人以医生辛苦来为当事人开脱责
任。但是，若站在病人和家属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医生
并不该得到原谅。“在其位，谋其政”，对值班期间发生
的情况，医生应当积极处理，即使不想让病人死在自己
值班期间，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医术加以挽救。而这位
女医生却贪恋着自己的热被窝，对血压极不正常濒临
死境的病人抱着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事后，不以为耻，反而对自己的“人品”沾沾自喜，这样
的医生，医德已“死”。

医生应该有着一颗妙手仁心，但是，近年来，医生却
有被“妖魔化”倾向，根源不仅在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一显
性导火索，更在于少数医生伦理、良知以及职业操守的缺
失。让病人“下班再死”，不啻于对病人的恶毒诅咒。

现在，院方已经停止当事人的处方权并调离临床
岗位。但是，这一言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难以一下
子消除。对医生加强医风医德教育，提升他们的医疗
服务水平，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叶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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