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拼爹”，我小时候甚至30岁
之前是没见过这个词的。这个词
是个新生词，是中国人在21世纪
对汉语词汇的一大贡献，不但丰富
了词汇的数量，还让汉语词汇走出
了书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
本来，我以为这个词的含义很容易
理解，但7月23日人民日报《“拼爹”
难拼出美好未来》一文却让我有些
糊涂：“拼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拼爹”难拼出美好未来》
一文说：“话说回来，其实说到‘拼
爹’，只要不违法乱纪，也是人之
常情。不光中国，欧美发达国家
一样‘拼爹’。‘父母之爱子，则为
之计深远’，子女花父母的钱，父
母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帮助子女

发展，在哪个国家都合乎情理。”
看这段文字，作者显然把“拼爹”
解释成了“子女花父母的钱、父母
在不违法乱纪的前提下为儿女谋
发展”。这，解释得相当狭义，并
且轻描淡写，应该不是我们生活
中所说的“拼爹”的意思。

在特定的年龄段花父母的
钱，虽然算不得天经地义，可多少
也不违背法理，但前提是这些钱
没有其他的味道；在父母的荫庇
下，成长发展，花草树木、猫狗虫
鱼都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人，但前
提是父母的社会资源是否是在公
平的前提下发挥效用。假如真的
如此，那父母尽的是父母的责任，
与授子女“身体发肤”无异。而他

人也完全可以等闲视之，又何来
“拼爹”、“拼娘”之说？这样的“依
靠父母”，是没有人羡慕嫉妒恨
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拼爹”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不怕对手实力的强悍，
但我们怕平庸的对手背后那面更
加强大的墙壁；我们不怕奋斗之
路的艰辛，可我们怕奋斗之路上
我们遥远的终点却是别人轻松起
跑的起点；我们不怕明枪明刀的
搏斗，可我们怕“暗箱”中外人不
知的黑暗。看着周围的某些现
状，我感觉“‘拼爹’真的难拼出美
好未来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可
爱。这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伪
命题，或者说本来就不应该发问？

请给“拼
爹”一个合理
的解释

□姜伯静（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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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羊毛出在羊身上”。药价中
50%的“公关费”最终由患者和国
家医疗投入资金“买单”。按道理
讲，每一种药品经国家许可开始
生产后，其价格应该是透明的。这
些药品放到药店或者医院里，价格
基本一样。不管什么样的进货渠
道，每一种药品进入到患者手里，
价格不该悬殊过大。患者开了药
方，取药自由，想在药房里拿药可
以，想到街上药店拿药也行。这才
是正常的医药销售“生态”。

医院是不能发财的。医院的
大楼也不能越盖越豪华。如果病
人都成了唐僧肉，不论什么医院
都想咬一块下来，那么病人是没
有活路的，尤其是大量穷困的病
人就更会“看病难”了。

漳州的医疗购销领域腐败案
例表明，药厂生产的某一药品到
患者手中要经过 4 关：通过招投
标进入省一级药品集中采购目
录，再进入地市一级卫生管理部
门的药品目录，然后，医院采购该
药品，科室医生在诊疗时使用该
药品。每一关都“分工”明确，厂
家或药品经营企业负责对组织招
投标人员行贿，并通过围标、串标
等手段确保中标省一级药品集中
采购目录。地区一级的医药代表
又要负责“搞定”卫生、药监和医
院相关负责人，才能入围地市一
级确标的药品目录以及医院采购
该药品。接下来，药品生产企业
给经销商的“营销”费用一般是药
品中标价的 50%左右，区域经理

一般将15%左右用于“公关”当地
卫生、药监等部门相关人员，将
30%左右给予二级代理及下线业
务员。这些下线人员负责“公关”
各家医院，给医院负责人及科室
医生的“好处费”占其中 25%左
右。一环扣一环，激烈的竞争背
后，腐败无处不在。

不用说，如果做药没有实力，
连省市两级目录都难进，想腐败
都没门儿。做药的潜规则显而易
见，业内人士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然而，如果没有药价 50%的

“公关费”，不光病人负担会减轻
一半，也会让白衣天使远离腐败
泥淖。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药
价 50%的“公关费”，我们才会看
见医疗改革成功的曙光。

如果没有
50% 的 药 价

“公关费”多好
□阿杰（公务员）

福建漳州近期查处了全市医疗
购销领域腐败窝案，市直区县73家
医院，包括全部22家二级以上医院
100%涉案，医生退赃金额达2049万
元。原来，成本不足1元的注射液，售
价超10倍；采购要过N道关，药价的
50%竟然都是“公关费”。

（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京华时报
飞船都上天了为何还神人辈出

他对刘志军说在办公室弄一块靠山
石，能“保你一辈子不倒”。他给马云、李
连杰、赵薇变蛇变酒，有视频为证。身为
江西省人大代表的邹勇崇拜他，折服于
他变蛇、断蛇复活的神奇。如此“神人”，
名叫王林，乃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成名的气功师。也正是在那个年代，气
功师“风起云涌”。然而，最终这些“神
话”都只是骗人的把戏，人们在看穿之
后，他们也就随即销声匿迹。然而从李
一，到张悟本，再到王林，近些年“神人”
又渐有冒出之势。真是令人气馁，在这
神舟飞船早已上天、“嫦娥三号”即将奔
月的科技时代，为何这些不堪一击的“神
人”却依然辈出？为什么科技常识的力
量斗不过这些“神人”的骗人把戏？

北京晚报
从印度重判轮奸案看李某某案

印度一个特别法庭 7月 20日宣布，
判处今年3月15日卷入瑞士女游客遭轮
奸案的6名男子终身监禁。当下中国最
引起关注的李某某涉嫌轮奸强奸案发生
于 2 月 17 日，19 日女事主报案，20 日李
某某等5人被警方全部抓获，5人因涉嫌
强奸罪被刑事拘留。联系到前不久有个
别媒体报道北京警方称李某某案是“轮
流发生性关系”，以及清华大学法学副教
授易延友微博称“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
家妇女危害轻”等言论，不难看出李某某
的法律顾问、律师的动机何在。北京公
安、北京检方对李某某这么有影响的案
件，花了几个月时间，竟然连是否涉嫌卖
淫嫖娼还是强奸、轮奸都搞不清，连谁是
受害人以及受害人身份都搞不清，未免
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南方都市报
激活社会组织，终结官办慈善

近日，在国家民政部与云南省政府
联合主办的“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
织座谈会”上，云南省政府抛出了3份促
进社会建设的征求意见稿，其中就包括

“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
大灾害，不再参与社会募捐”这种可贵的
表态。无论是政府不再作为募捐主体，
还是禁止公务人员在社会组织中兼差，
其要旨都在于实现社会组织自治。政府
要放权，社会则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社
会组织建设好坏，关键在于是否厘清政
府与社会的关系，云南在社会建设领域
展现的雄心壮志让人欣喜。

据说，这样的“神秘感”让江
西官场上下更加紧张。江西省一
位国企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
透露：“这段时间，担心被牵连的
人天天提心吊胆，四处打探消息，
没被牵连的人则在等着看热闹。”

这种“阵势”，确实罕见。巡
视组虽然没有“上方宝剑”，可以

“先斩后奏”，但他们巡视和直接
向中央高层汇报的权力却是至高
无上的。巡视组从京城下来，带
着“任务”，再大的贪官在他们眼
中也不会觉得可怕。正因此，只
有贪官怕巡视组，巡视组不可能
怕贪官。

不过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就

像百姓所言，心里没有“鬼”，不怕
鬼敲门。官员们没有受贿，没有
贪污，一言蔽之，只要没有腐败问
题，你紧张什么？

怕就怕自己的屁股不干净，
怕就怕多少有些问题，特别是那
些平时大肆贪污受贿的官员，即
使巡视组还没注意到自己，估计
心里也是天天在“打鼓”，甚至寝
食难安。这没有办法，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为腐败分子计，还是
早早向巡视组坦白好，争取获得
宽大处理。那种以为自己每次都
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或
者只有天知地知行贿者知，因此
幻想或许能躲过“此劫”，到头来

一旦东窗事发，被巡视组查出，就
后悔莫及了。

报道中说，巡视组从北京出
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王岐山嘱托巡视组，要
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遏制腐
败现象蔓延势头。这就是巡视组
的任务。其实，除了中央高层外，
中国百姓也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
在巡视组，希望通过巡视，把所有
的“大老虎”揪出来，真正能遏止
中国腐败，让其他想腐败的官员

“迷途知返”，收起腐败的心思，清
清白白做官，把权力真正用在干
事业上。

没有腐败问题
你紧张什么

□吴许（老师）

中央巡视组江西寻“老虎”，官场
上下气氛紧张。不到两个月，江西官
场上下都已感到无形的压力。没有
办案权限的中央巡视组一旦发现“老
虎”的踪迹，便会直接向中央汇报。
问题一旦被查实，“打虎”就不远了。

（7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

在特定的年龄段花父母的钱，虽
然算不得天经地义，可多少也不违背
法理，但前提是这些钱没有其他的味
道；在父母的荫庇下，成长发展，花草
树木、猫狗虫鱼都尚且如此，更何况
是人，但前提是父母的社会资源是否
是在公平的前提下发挥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