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全国用药安全月”
已于本周启动。安全用药在全
世界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据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在所有开出的
药物中，一半以上配药（销售）
不当，而且有半数患者没有正确
用药。中国也是不安全用药导
致药害事件的重灾区之一。根
据中国红十字会非正常死亡统
计显示，我国每年非正常死亡
人数逾 800 万，其中医疗损害事
件 造 成 约 40 万 人 非 正 常 死 亡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不安全用
药），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 4
倍。（9月2日《新京报》）

用药是一个专业问题，单单
责备患者为何没有安全用药意
识，不能做到“对症下药”，显然
没有找准问题的根本。与严峻
的“不安全用药”形势相映衬的
是药店药师水平的不足。因为
去医院看病用药，顶多出现用药
过度，而很少出现用药不当。毕
竟，医生都是具备较高专业技能
的人才，开错药的情况并不普
遍。但药师就不同了，一些药店
所谓的药师，其专业知识可能仅
能对付几种简单的疾病，对于专
业药品的使用，谈不上给出合理
的建议。而事实上，并非所有的
疾病都必须上医院，一些普通的
疾病，患者多半也是去药店解
决。如果说药店的药师不能提
供专业咨询，患者也只能根据自
己的情况，凭着感觉配药。这无
疑极大地提高了“不安全用药”
的发生概率。

反思“不安全用药”，就必须
思考如何促进药店配备齐全执

业药师，规范药品销售。执业药
师通过率不高，医药专业能取得
该资格的人才少之又少，这就造
成了专业配药人才跟不上药店
发展速度的局面。根据《中国经
营报》报道，截至 2014 年 5 月 30
日 ，在 已 经 注 册 执 业 药 师 的
121596 人，分布在社会药店的只
有 88607 人，医院药房 2674 人，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样的分布显
然是不足以满足公众的用药咨
询需求。

值得一提的还有执业药师收
入水平的不理想所起的负面作
用。在实际生活中，配备执业药
师的药店，仅仅把执业药师当作
药店的收银员兼用药顾问。在薪
水待遇上，药师的价值得不到体
现。这就使得能够取得执业药师
资格的人才不愿意去药店上班，
进一步推动了人才匮乏局面的形
成。而在国外，执业药师都是中
高收入者，尽管国外对执业药师
的要求更加严格，但高薪的刺激
反而激发了人们成为执业药师的
兴趣，间接推动了医药服务水平
的提升。

“不安全用药”，折射执业药
师匮乏。对患者而言，不可能都
达到医药专家的水平，都会给自
己开药。终结这种局面，只能依
靠相关部门引导行业的发展，比
如制定合理的医药行业规则，淘
汰不合格的药店，从政策上鼓励
有关科学用药的专业人才从事
用药咨询行业。当每一家药店
药师都达到了应有的水准，“不
安全用药”形势必然得到遏制。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不安全用药”，折射执业药师匮乏

近日，有网友举报称，广
东英德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3
名辅警敲诈勒索一失足妇女，
并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对
此，英德市公安局回应，目前，
涉 事 3 名 辅 警 已 被 刑 事 拘
留。9 月 1 日，英德市公安局
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农村报记
者表示：“此事基本属实。”（9
月2日《南方农村报》）

3名辅警敲诈勒索一失足
妇女，让“辅警”这个基于当初
特殊国情背景下产生的名词
再次闯入公众舆论的视野。
公众要追问的不仅是辅警何
以能让失足女屈从，更是辅警
群体始终处于地方管理边缘，
虽然是“临时工”却拥有不小
执法权，如何对其加以制约需
更多的反思和检讨。

辅 警 的 前 身 即 是 治 安
员。在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
等地涌入大量外来人口，为了
应付急剧膨胀的治安需求，而
又同时受限于地方按照户籍
配置的执法人员编制，因此采
取了对外招聘治安员的应急
之策。

治安员来自于社会招聘，
其人员成分自然良莠不齐。
而治安员管理权力又分散在
不同层级的基层机构。不仅
地方公安局、派出所聘请了治
安员，而且许多镇村同样也组
建了治安员队伍。按照规定，

治安员的职责只不过是协助
警察，不穿警服不佩警衔，不
是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属群众
组织，除一般公民权利外，他
们不具备任何执法权。

但与此形成悖论的是，治
安员同时又被赋予了大量实
际执法职责，包括负责相关法
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群众增强
法制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负
责村（社区）街巷、胡同、重点
地区的治安巡逻；遇有刑事、
治安案件等突发情况，在迅速
向分管的民警和有关部门报
告的同时，协助做好相关工
作；有些地方甚至还规定，治
安员还负有定期检查村（社
区）内村（居）民住宅的安全防
范情况、掌握村（社区）内流动
人口和出租房屋情况，并及时
督促流动人口到派出所登记
办证、协助村（社区）做好消防
安全和交通安全等职责。

也就是说，治安员几乎被
某些地方定义为“万能”职责，
凡是当地职能部门管不过来
的，都交由治安员来“协助”。
治安员因此被赋予了庞大的
管理和执法权限。由此带来
的问题，就是某些素质不过关
的治安员滥用权力寻租，损害
民众权益，这成为前些年社会
反映突出的热点问题。

因此，才有了公安机关对
于治安员的统一收编，珠三角

等地区执法机关将治安员转
型为辅警，并且进一步强调其
协助角色。但在现实层面中，
由于执法资源与社会治安管
理需求之间的严重不对称，换
了名称的辅警依然拥有诸多

“灰色”执法权。在“3名辅警
敲诈勒索失足妇女”事件中，
这一弊端再次凸显出来——
在失足女的习惯性认知中，穿
着与警服相似、也经常协助警
察进行“扫黄”等执法工作的
辅警，具有让人说不清却依然
感到畏惧的灰色执法权，再加
上失足妇女本身的特殊身份，
很容易被其胁迫而受到敲诈
勒索。

“3 名辅警敲诈勒索失足
妇女”事件又一次敲响了沉重
的警钟，那就是辅警的灰色执
法权需进一步厘清，同时一个
更深层次的命题是，按照户籍
人口来配置的地方执法编制
体系，日益与社会发展脱节，
由此才造成所谓辅警的泛
滥。对辅警灰色执法权的正
本清源，既需要地方执法机构
严于自律，不能纵容辅警滥用
灰色执法权，更需要对珠三角
等外来人口集中地区的执法
资源重新配置，缓解其警力严
重不足的困境。如此双管齐
下才能真正消除辅警的灰色
执法权空间。
□毕舸

■个论

■街谈

9月1日是开学首日，但怀柔
一中多名男生却被拦在了校门外
不让进，原因是“头发不达标”。
被拦下的学生需要重新理发，剪
成板寸才能获准入校。除了男
生，该校也要求女生不得披发、染
烫发，也不能涂指甲油。对此，多
名学生表示“太苛刻”，校方解释
是为了让学生更专注学习。（9月
2日《新京报》）

都说板寸是检验帅哥的唯一
标准，相信学校规定不是冲着辨
明帅哥正身而去的，但是却不影
响让无数“刘海帅哥”暴露原形的
结局。所谓“头可断，血可流，发
型不能乱”，都教授也怕没刘海，
更何况一群学生娃们？孩子已经
拥有自己的审美观，有自己的独
立意识，强制剪板寸损伤了学生
的自尊，让正处于爱美的叛逆青
春期的孩子们感受到了不公平，
极易引发学生对校规的反弹，从
而反感校规，反感学校。

据介绍，学校规定学生剪板
寸，是基于教育部《中学生日常行
为规范》中“穿戴整洁、朴素大方，
不烫发，不染发，不化妆，不戴首
饰，男生不留长发，女生不穿高跟
鞋”的规定。但男生的短发造型种
类繁多，不只板寸一种，根据发质、
脸型、气质，可表达出不同的个性
特征，规定板寸未免曲解了短发的
定义，也抹杀了孩子的个性。不烫
发、不染发，是基于学生的身体健
康考虑，同时，也培养了朴素、不攀

比的精神，可以理解，但是，普通的
短发想来并不影响学习，这只是学
生根据自身特点的选择而已，相
反，或许还会让一些学生过于关注
自己的“丑发型”而影响学习。

忽略孩子的个性需要，强制
理板寸，是对孩子选择权利的侵
犯，对个性化思想的压制。虽不比

“留发不留头”残暴，但背后所表达
的权力至高的意义却是一样的，此
类陋习早已有之，现在一些教育意
识提高的学校已经去除了此类要
求，但部分学校仍秉持这一传统，
固守成规、画地为牢，将教育思想
的糟粕视为不可动的“原则”，笔者
认为该剪的不是学生的头发，而是
教育陋习的尾巴。素质教育是围
绕着培养学生个性和创意展开的，
如果此类束缚学生权力和个性的
陋习继续横行，那么学校培养的仍
是一群面目模糊、外表言行均无分
别的机器人罢了。

关于各种奇葩校规，人们已
经看得太多，而感触最深的应该
是孩子们。学校应更尊重孩子
的意见，可号召学生、家长等共
同修订校规，参与到校规的树立
中来，让学生学会从学校的角度
着想，更理解校规，从而自行遵
守校规，热爱校规。毕竟，我们要
的不是一味顺从的孩子，也不是
表面认同、背后咒骂的孩子，教会
孩子掌握合理解决事物的方法和
习惯，远比一味地强迫他们更有
价值。 □王琦

该剪的不是头发而是教育陋习
连续两天“纪念马三立诞

辰100周年”的系列活动8月31
日在天津落幕。在这个中国相
声界“群贤毕至”的演出的同
时，一场关于纪念马三立的座
谈会也在举行。在相声茶馆遍
地开花日益火爆、传统相声看
上去迎来“文化复兴”的今天，

“相声的讽刺精神去哪了”又成
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在天津曲
艺理论家、南开大学教授薛宝
琨看来，“在马老的相声里，我
们不觉得他在讽刺谁。他的相
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温柔敦
厚，这一点和新相声截然不同，
新相声完全变成了打倒、批判，
与其说我们现在不敢讽刺，不
如说我们不会讽刺。”（9月2日
《东方早报》）

相声式微有目共睹，类
似集中会诊也绝非仅有，每
次也总能找出现时相声缺
乏“讽刺精神”的病根，但每

每“问过诊”了，方案也拿了
一大堆，结果几年下来，涛
声依旧。今天的相声没有
讽刺这是定论，但相声不只
是讽刺就行，在愈发开放的
互联网面前，单纯的讽刺语
言缺乏竞争力，或者讲，相
声需要讽刺，而讽刺只有特
色 才 可 构 成相声文化的特
色。

回顾老一代相声演员的
相声，固然那个年代缺乏电
视电影的强力竞争，也没有
小品对观众资源的争夺，但
许多相声本身充满了幽默，
仅看脚本，也幽默感十足，如
马三立编创的单口相声《逗
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
生》，还有马季创作演出的

《五官争功》和《宇宙牌香烟》
等。许多老一辈相声演员编
创的作品贴近生活实际，虽
然讽刺意味十足，但不至于
简单直白，要么夸张，要么隐
喻，令人忍俊不禁，回味无
穷。近年相声一直在搞所谓
的创新，主要思路无非是想
通过更多的肢体表演丰富相
声，如冯巩那样一再以“相声
小品”玩跨界就算频频拿奖，
但似乎除了春晚舞台，现实
空间捉襟见肘。

就相声的衰落，有人归咎
为竞争激烈，言外之意过去空
间更大。此论看似有理，实则

站不住脚。现在传播媒体多，
特别是影视艺术的兴起这是
事实，但历史上也有戏剧、街
头杂耍等。历史上相声所在
的小剧场一开始并非今天霓
虹灯烘托的舞台，而是与观众

“平等”的露天场地。相声就
是为了讨几个钱，说得好有人
就捧起个钱场，根本就不可能
有体制豢养一说。在生存危
机面前，相声最终靠“口碑”发
展壮大。

长期关注民俗的岳永逸
教授在新近出版的《忧郁的民
俗学》一书中，从民俗学角度
剖析了相声的衰落。认为当
下相声的舞台化，实际是抛弃
了传统相声的“小剧场”。今
天虽然也有一些“小剧场”，但
这只是规模意义上的，并不等
同传统露天且与观众对等的
小剧场。这种差别实际意味
着相声逐渐褪去了民俗色彩，
被想当然地精英化。或者讲，
相声面对的观众应该是大众
化的，而非少数群体。

基于上述理由，如果说
今天的相声需要怎样的讽
刺，窃以为至少包括两大方
面，一是讽刺不是为了讽刺
而讽刺，对于时弊的讽刺要
进行艺术加工；二是相声当
思考如何回到群众中去，在
民俗本原中汲取艺术营养。
□禾刀

“不会讽刺”的相声很讽刺

■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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