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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路边“裸晒”想晒死癌细胞、持
玫瑰花打算向富豪借100万治病，
上个月底，这些奇怪之举让宜宾白
血病小伙莫向松进入了大众的视
野。起初，网友的评论多是同情、
祝福，但因为他的指名借钱行为，
不少反对的声音也随之产生，部分
网友认为其是“道德绑架”。莫向
松说，事情开端，是他和网友说没
钱治疗，有个人随便说了一句“去
找四川的富豪借啊”，他便开始了
行动。（7月3日《华西都市报》

下跪借钱，当这一幕的主角是
身患白血病的大学生，身为围观者
的我们，又怎有权利轻易指责其道
德绑架。固然，在现有制度下，有
红十字会等一系列慈善机构可以
求助，但检索相关新闻可以发现，
真正能够得到救助的人，大多属于
有故事的人。身患白血病，虽然已
是一种不幸，但对这个群体而言，
这样的人数又是众多的。如果没
有额外的因素，幸运又怎会精确地
砸中这名大学生？

如此，再来审视下跪借钱行
为，便能多几许理解。白血病是一
种恶疾，但也是一种富贵病。如果
在金钱能力许可的条件下，当事人
完全可能战胜病魔。但毫无疑问，
对于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延续患
者的生命已属不易，更不用说凑出
一大笔钱，帮助他战胜病魔。在求
生意志的驱使下，莫向松搞出了这
样一出下跪求钱，或许，这对于涉

事企业而言，有些道德绑架，但这
终究只是一个平凡大学生求生意
志的表现，过度指责其并不违法的
言行，是否亦是一种抢占道德高地
的表现？

看一看莫向松的家庭状况吧，
生母服毒自杀，生父则是精神病。
养父养母皆是农民，根本无力支付
巨额医疗费。莫向松能够有勇气
以下跪借钱的方式，争取生命的延
续，已是一种莫大的乐观。今年6
月23日《海峡都市报》曾报道这样
一则新闻，18岁的白血病女患者，
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竟割脉自
杀，所幸护士发现得及时，才没酿
成悲剧。

虽然，目前相关制度已把白血
病纳入大病救治机制，但实际报销
比例仍然偏低。对于极端贫困者
而言，除医保外无疑亦需要公共救
助机制的兜底。更何况，目前的医
保报销体系，实行的是先付费后
报销，对于一贫如洗的莫向松而
言，拿什么保证自己的治疗？以
此而论，舆论需要从中学会的不
是如何指责一个绝症患者并不违
法的举动，而是从中汲取推动社
会爱心常态救助机制建设的力
量，唯有搭建一个正常的爱心救
助渠道，面向所有困难病患提供
机会均等的救助，莫向松式的悲
剧人物才不会把生活的希望寄托
于一场下跪借钱。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别轻易指责白血病患
下跪借钱是道德绑架

■个论

7月2日，有网友和图片网站称，济南
众多餐馆突然关门歇业，以应对国家卫生
城市暗访组的到来。记者检索发现，这些
餐馆多为中低档餐馆。为应对暗访关门
的消息在微博上引起了热议，有网友吐
槽：“自欺欺人，关起门来创这创那，对民
生有用吗？”对此，济南历下区爱卫办等单
位的工作人员承认，餐馆关门和创卫工作

“应该有关系”，但对暗访的消息不置可
否。@人民日报则透露，7月1日，济南大
门紧闭的餐馆有上百家。
（7月3日《南方都市报》）

毫无疑问，济南的“关闭餐馆”举动，
同样是“创卫”过程中的“不健康”行为。
按照新闻中的说法，之所以短期内要求
这些餐馆闭门谢客，是因为它们证件不
齐，或者不符合规定——证件不齐督促
其补办即可，不符合规定更尤其需要对
其加以整改。单一且匆忙地集体关闭，
既验证了国家卫生城市暗访组就将到
来的消息，同时也显得简单与粗暴：强
令下的关闭不会就此带来餐饮行业自身
的现实向好，相反，没有预兆地指向中低
档餐馆的关闭，只能带来普通市民日常生
活的不便。

真正值得放大的是新闻的两个细
节。一个是，既然为国家卫生城市暗访
组，为什么暗访的消息会提前被透露？另
一个是，即便网上议论已至沸沸扬扬，当
地爱卫办和政府工作人员面对记者采访，
却依然坦承，餐馆关门的原因的确是该市

“正在创建卫生城市活动，(关门)也是为了
市民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以此来对比，

就济南而言，“关闭餐馆”本身远不是关键
内容，关键的是，经由此我们再次看到了

“创卫”过程中轻易地程序失范，以及它被
地方政府“过度重视”的事实。

匪夷所思的“关店”，写好剧本的迎
检，它提示我们再次打量到“创卫”的走形
与纠偏迫切。创卫有其必要性，这一点毋
庸置疑，它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带来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城市环境卫生质量的
显著改善。但伴随着创卫的发展，它在地
方政绩考核中的比例越占越大，乃至成为
官员升迁的重要考核因素。如此之下，种
种穷尽地方力量直至不可思议的举动自
然就会发生。当围观者在指责创卫成为

“创伪”，与此同时，“创伪”却几乎从来没
有受到阻止与惩处，那么下一起类似举动
自然就会不可遏制地发生——这正是济
南“关店”的所由何来。

谁能对一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和公共
管理总结陈词？除了生活于斯的市民，不
会再有其他人，正因如此，听取市民的具
体感受就显得不可或缺。报道中写道，
济南历下区爱卫办和市民热线工作人员
均称，尚不清楚关门餐馆何时能恢复营
业。 而按照当地官方文件，济南的“创
卫”工作从2014年2月启动，目前已进入
巩固提高阶段，需要“认真开展自查自
纠，全面整改提升”。当自查自纠成为粗
暴的关店，进而催生网络非议，它不免已
是一条最真实的“市民意见”。对此，这
次卫生城市的评比者能否听见？卫生城
市的评定机制又能否进行务实的转身？
□王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