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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2 月10 日晚8 时，《感动中国
2013 年度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
台综合频道播出。和其他9位感
动中国人物一起，被《郑州晚报》
率 先 报 道 并 连 续 报 道 的 郑 州
百 岁 仁 医 胡 佩 兰 ，当 选“感 动
中国 2013 年度人物”。

中原大地，这片孕育过无数感
动的沃土，再度迎来庄严而神圣的
时刻。继接连推出洪战辉、李剑
英、李灵等感动中国人物之后，作
为一家时刻不忘责任担当、始终唱
响社会主旋律的都市媒体，《郑州
晚报》依托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
这一平台，和一千万郑州市民、一亿
多河南人民、13亿中国人民一起，再
谱“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再写

“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
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

对 郑 州 人 民 而 言 ，尤 其 特 别 。
郑州百岁仁医胡佩兰的当选，
代表着感动中国郑州力量的加
入。这样的郑州力量，稳健而
从容，平凡而伟大：70 岁退休
后仍坚持出诊的她，坚持每周
出诊 6 天风雨无阻；接生过的新
生儿超过 6 万，89 岁高龄仍在为
患者做手术……尤其让人感动
的是：多年来，老人家拿出微薄
的 坐 诊 收 入 和 退 休 金 凑 在 一
起，在 8 年间捐建了 50 多个“希

望书屋”……
从颁奖盛典以及过往的系

列报道中，和其他 9 位感动中国
人物一起，胡佩兰们深深打动我
们的，是他们身上的人格力量，是
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辉，是他们的
灵魂重量。这样的感动，朴素而
纯粹，浓烈而持久。以他们为主
角，这些在我们身边萌发、生长、
律动的真实细微到每个人都能感
知的故事，丰富了我们的记忆，涤
荡了我们的心灵，温润了我们的
良知，给我们以慰藉与力量，更给
我们以振奋与鼓舞。

眼下，郑州都市区建设正处
于抢抓改革机遇，突出“三大主
体”工作，实施“三年行动计划”
的关键期。重温胡佩兰们的故
事，在感动与致敬的同时，更多
发扬“感动中国”的郑州力量，
就是要呵护与追随、继承和发
扬胡佩兰们身上，执着崇高、善
良坚强、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的
优良品质和时代精神，以更加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扎实过
硬的工作作风，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乘势而上、持续提升，为
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的郑州
都市区建设凝聚更多“郑州力
量”，为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贡献更多“郑州成绩”。

更多感动，凝聚更多郑州力量
□郑重

■街谈

近日，记者调查北京
90 名10 到13 岁孩子发现，
父母职业为公务员的压岁
钱平均水平最高，一共收到
了 10.41 万 元 ，平 均 约 为
5783 元，高于压岁钱平均
水平。与去年相比，公务员
家庭的人均压岁钱上涨了
4%。（2月10日《新京报》）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
压岁钱也自然水涨船高。
具体在北京这样的发达城
市，孩子们过年收获高额的
压岁钱并不令人惊讶。舆
论之所以对此津津乐道，乃
是这一张张压岁钱背后的
身份对比，以及由此而透露
出的行业利好信息。因为
压岁钱也反映了父母们的
经济状况，倘若经济形势不
好，有多少人愿意打肿脸充
大头？

具体对公务员而言，去
年一年应该是福利大压缩
的一年。在中央各项规定
的持续发力下，不少公务员
已于公共舆论场叫苦连
天。不发年终奖、不发过年
物资甚至不发年历贺卡
……沿着这种趋势前进，
2014 年春节，公务员家庭
的压岁钱平均水平，不说
最高，至少也应低于其他
一些社会群体。然而，现

实往往不会沿着我们的剧
本亦步亦趋。新闻中，“父
母职业为公务员的压岁钱
平均水平最高”像是一份
另类的节后问候，向我们
暗示也是在向孩子们暗
示，做公务员仍然挺好。

衡量一个职业的“好
坏”，有时候可以透过其子
女的压岁钱水平来辨析。

《新京报》的这项调查发现
公务员家庭人均压岁钱水
平最高，其实也折射出社
会行业的选择趋势。拿刚
刚回到一线城市的众多白
领来说，过年的压力是巨
大的。尤其是压岁钱，基
本是孩子收进多少，父母
就包出多少。而不少公务
员家庭，却没有这样的烦
恼。因为他们的压岁钱，
已不局限于几个亲戚。仅
此一项，孰优孰劣，已当下
立判。

当然，对于整个公务员
群体而言，“压岁钱平均水
平最高”的结论未必公允。
因为并非每一个公务员家
庭的子女都能收获数额丰
沛的压岁钱。但从预防腐
败的角度而言，这种小调
查所反映的真问题却也不
容小视。一方面，包压岁
钱的确是人情往来需要，

公务员群体当然也不能免
俗，制度规定应该照顾这
样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公
务员由于其特殊的职业属
性，其子女如果接受过高的
压岁钱，却也会影响其公职
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甚至受
贿。

如何还压岁钱一份美
好，还春节一份年味？这自
然需要社会上下对压岁钱
正本清源。旨在送去新年
祝福的压岁钱，不应成为
人们的一项经济负担，某
些大人们的游戏，它应该
重新回归年味的价值，以
一个孩童可以承受的零花
钱尺度，真正变成属于他
们的过节福利。而对公务
员群体而言，如果说，子女
压岁钱的数额纳入相关部
门的制度监督范畴值得商
榷，但不管是当前的财产
公示还是预期中的财产申
报 问 题 ，都 应 被 重 点 关
注。以此而论，“公务员家
庭人均压岁钱最高”不仅
仅是一道作风考题，考验
着每一个公务员坚持禁令
的决心，也是一道改革考
题，考验着我们的制度监
督如何更接地气，更有利
于公共管理。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子女压岁钱最高”对公务员意味着什么？

■个论

近日，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地
方在当前的“清房改革”中仍遭遇

“应付式”清理。譬如一些地方为
了应付上级，某地局长、副局长搬
到处长办公室，处长搬到科员办
公室。温州一位官员称，“清房就
是要动领导的特权，领导如果不
是真心改革，效果难落地。”（2月
10日《京华时报》）

“官员办公楼”，被网友形象
地称之为“第四公”，在“三公经
费”饱受质疑之时，对“第四公”的
合理性审视亦是迟早的事情。如
今，各地豪华办公楼频出，有的豪
华程度直逼白宫，“被清退”自在
情理之中。毕竟，“办公楼”只是
一个办公场所，与招商引资、身份
写照等关系不大。现实中，越豪
华的办公楼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也
越差，不为别的，只为公帑都用来
盖楼了，哪来的钱提高公共服务
水平呢？这是自然而然的逻辑。

对于清退“豪华官衙”，仔细
梳理不难发现，这由来已久。据
悉，我国第一个政府楼堂馆所的

“限建令”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
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仅国家层面
发布的政府性楼堂馆所管理文件
就超过10个，而地方文件则更是
不知其数了。在 2013 年印发的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中，更是对办公用房的管理专
门设立章节，并进行了具体的细
化。遗憾的是，禁令很多，但效果
却很小，除却豪华官衙不断被树
立起来之外，应付式清退“豪华官
衙”的新闻也是屡见报端，不断地
消解着“禁令”的制度善意。

如今对“豪华官衙”的突击清
退，在公布的数字上，的确有可以
书写的成绩，如中央国家机关86

个部门和单位清理腾退办公用房
365 万平方米；山西清理超标办
公用房 64 万平方米，1.5 万余个
项目被停；湖南党政机关腾退多
余办公室，面积 87 万多平方米
……这样的成绩，看起来很不
错。不过另一面的意思则是——
这些年对“豪华官衙”的监管几乎
处于“真空”地带，不然，怎么有这
么多多余的办公室被清退呢？此
外，这也同时说明，这些年对“豪
华官衙”的禁令效果不大，不然又
何须屡屡重申呢？突击执法时效
果明显，就说明日常的监管与执
法有虚置之嫌。

而在一次次的现实探讨中，
一个共识也早已达成，而这个共
识也屡屡被媒体提及。即所有国
家财政拨款所涉及的部门，所有
耗费公帑进行支撑和运转的组织
和行为，都应该给予国民一个明
确的公示和说法。说到底，这便
是信息的透明与公开，是政府部
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毕竟，只有
充分的信息公开，才能杜绝一切
猫腻的存在，也才会杜绝“第四
公”、“第五公”……直至“第N公”
浪费公帑的现象。

换言之，对于清退“豪华官
衙”，必须纳入法律渠道。毕竟，
最好的制度之治便是法律之治，
只要我们的法律对公务员办公楼
有了可以参照的标准，并明确了
违反必须付出的代价，且严格执
行到位，便会形成天然的震慑磁
场，让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果
真如此的话，又何须突击执法、禁
令不止呢？毕竟，回归法律的常
态路径，才是遏制“第四公”乃至

“第N公”的治本之策。
□龙敏飞

清退“豪华官衙”必须纳入法律渠道

■个论

看个病得花多少钱？
这事不到划价时还真不知
道。这两天，一篇“4 分钱
处方”的帖子，引起了众
多网友的讨论。一位郑州
市民去河南省直三院给起
红疹的孩子看病，在儿童
病房，一女医生问明情况
后给开了 4 片扑尔敏，只
花了 4 分钱，孩子的病就
好了。该名网友发帖表示
感谢，帖子上附有处方和
药品照片。网友们纷纷在
微博上称赞：“4分钱医生”
是业界良心。（见昨日本报
A04版）

在一个分币几乎都不
再流通的年代，4 分钱的处
方给人带来的无疑是巨大
的现实震撼感，但开药便宜
就一定与医德相关吗？在该
则新闻之后，同样流传于网
络上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医
师宁方刚的一篇文章。宁方
刚在文章中指出，作为医生，
他对这位同行的医德毫无怀
疑之处，但对于一个2岁的
低龄儿而言，选择扑尔敏固
然没有原则性错误，可会有
一定副作用。尽管服用方
便、价格低廉，然而这4分钱
的处方可能并非孩子的最佳
选择，由此认定其医德高尚
值得商榷。

宁方刚的观点，有待专
业人士论证。但类似的“小处
方”消息，却每每总能成为常

说常怒的新闻，并且报道中的
主人公也被习惯性地塑造为
医德高尚者。这样的惯性认
知其实不是无缘无故出现
的。网友在议论着“4分钱处
方”，实际上也在不动声色地
羞辱着天价医疗。看病贵的
印象早已留存为普通人的刻
板印象，以药养医的医疗机构
运行机制挥之不去，大处方、
暴利药品的新闻又不时被爆
出，如此，围观者自然就会去
过度拔高“小处方”的价值，并
对天价医疗愤懑不已。

那些不时显现于舆论
视野，并能够轻易地挑动起
民众情绪的“小处方”消息，
说明的其实是两个问题。
当小处方消息在连续地出
现，这反证的是相关医疗制
度改革的缓慢。当开“小处
方”的医生一出即成为受关
注人物，这反证的是现实生
活中用最经济方式为患者
看病的艰难。后者指向的
是医疗机构扭曲的创收方
式、苟同环境中单个医生

“突围”不易，甚至还有患者
本身的不合理要求。一些
患者往往有着急功近利的
求医心态，会提出不合常理
的过度治疗要求，这在无形
之中也助长了医生的大处
方心理，进而让高价医疗成
为客观现实。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
们可以赞美“4 分钱处方”

及其开出的医生，但永远别
指望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现
象。如果健康、尊重技术、
患者权益能够得以全面保
障的医疗体制不能建立，那
么小处方注定只是孤独的
个案，是极其少数医生的作
为。而倘若医疗利益机制
被理顺，看病费用也不会维
持在一个过于低水准的层
面，消费者还需为整个医疗
行业的技术含量埋单，同样
也不是什么病症都能够 4
分钱就痊愈，4 分钱、几毛
钱的处方终究也难以出
现。所以，更关键的问题只
在于：如何努力来构建起一
种医生只根据患者病情开
处方的机制？

长远而言，这固然有赖
于医疗机制整体的转身，但
即便就在当下现实中，它
也并非毫 无 作 为 。 譬 如
几年前在谈及陕西神木
医改成功原因时，就有媒
体报道，该县医院对所有
的医生有一套严格管理
其开“大处方”的制度，医
生开治疗费若一天超 230
元，医生将被自动“停机”，
且面临最高12万元的重罚
——许多时候，要消弭“大
处方”现象，需要的正是这
种接地气的制度。在赞美

“4分钱处方”时，还请对此
念兹在兹。
□王聃

期待“4分钱处方”拥有更多制度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