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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话题：

@韧心云游：不结厚水垢的水壶
是多么惬意。
@漯河日报张华朋：郑州人民真
幸福！
@cookies_kk：哇……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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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方方质疑诗人柳忠秧“跑鲁奖”，一
度轰动全国。昨日，事件波澜再起：
方方昨晚7点发微博说，当天她收到
广州越秀区法院寄来的传票，柳忠秧
告她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在微博中，
方方表示，“一定面对，一定应诉，一
定陪柳忠秧打到底”。（12月 18日
《长江日报》）

实际上，鲁迅文学奖近年来风波
不断。2010年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
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得鲁奖，就引发网
友质疑。而 2012 年 7 月 5 日《文学
报》刊登的柯棣祖《如此狂抄，枉获鲁
奖》一文，对获奖作品的质疑更是尖
锐，文章指出：“获得 2010 年鲁迅文
学奖的所谓文学评论专著《童年再现
与儿童文学重构》，居然是一部七拼
八凑的抄袭之作；全书 33 万字之中
竟有70%也即23万字是抄来的！”

而对获奖作品的争议，又不可避

免地引发人们对评比公正性的质
疑。8月11日，首次采用实名制票选
出来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各奖项公
布后，著名作家阿来为自己的零张
选票提出抗议。而“跑鲁奖”之类的
指控，也早已屡屡见诸公开报道。
比如出版人沈浩波早在2010年就在
博文中称：“鲁迅文学奖是可以用钱
买来的。不少鲁奖得主是用钱买
的，还有一些，是谋来的……这是公
开的秘密。”

实际上，现在对鲁迅文学奖的质
疑，说到底是对“公开的秘密”的担
心。实名制票选，于现在的潜规则之
下，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公开的秘
密”。而作品的“打油诗”、顺口溜、

“羊羔体”之类，在公众看来，只不过
是在证实“公开的秘密”，因此，关注
的还是评奖的公正公平。

对于出版人沈浩波的所谓“公开
的秘密”，当时中国作协表示，如果事

情真如以上所述，那么请拿出证据公
之于众，看看究竟哪些作品是花钱买
的，哪些是跑来的，买奖花了多少钱，
都是哪些人送的，哪些人收的。可
惜，最后都不了了之。这也让对鲁奖
的争议更加激烈，比如对于周啸天获
奖，诗人、漫画家魏克称：“看到一个
叫周啸天的诗人居然获了奖，气得我
拍案而起：到底是谁在让这样的诗人
获奖？是谁羞辱了鲁迅，也羞辱了中
国的文化人？”

现在，柳忠秧状告方方，或是让
“公开的秘密”大白于天下的契机，人
们乐于见到方方的“一定面对，一定
应诉，一定陪柳忠秧打到底”，无论谁
输谁赢，都能让“公开的秘密”有个说
法。作为和茅盾文学奖齐名的中国
最高荣誉文学奖之一，鲁迅文学奖现
在的不堪，已是不争的事实，能否挽
救鲁奖的声誉，正是方方与柳忠秧这
场官司的看点。□钱夙伟

方方与柳忠秧官司的看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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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监
测结果显示，2013年城乡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为9.48%，意味着每100
个15~69岁的人群中，仅有不足10
人具备基本的健康素养。由此可
见，我国城乡居民的健康素养总体
仍处于较低水平，且提升速度缓
慢。（12月18日《人民日报》）

从社会、国家角度看，健康素
养能否提高，涉及全民身体素质能
否增强。而全民身体素质的增强，
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从百年
前旧中国积贫积弱，老百姓被称
为“东亚病夫”，而今已脱胎换骨，
就可感知一二。故世界很多国家
都将健康素养，作为衡量民众健
康状况、卫生事业发展状况，乃至
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之一。所以我们必须喊响健康素
养的概念。

正因健康素养无比重要，面对
“每百人中不足10人具备基本健康
素养”的监测结果，上至卫生部门，
下至每个老百姓，都不能轻视。
此监测结果意味着，九成中国人
还不具备基本健康素养，健康素
养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事实也
正是这样，据国家食药监总局日
前公布的城乡居民安全用药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有69%的受访者看
不懂药品说明书，36%在自我药疗
时出现过失误，其中26%表示因此
耽误了治疗。

这种状况要求各级相关部门，
必须大力推进营养与健康科普教
育、健康促进活动，这些健康教育
和促进活动，是最经济、最有效的
促进健康的手段。虽然如今，老百
姓获得健康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
但权威、科学、准确的健康知识的
获取途径还不通畅，掌握健康技
能、急救知识的渠道更是匮乏，不
合理用药也几乎受不到及时干
预。如此，又如何提升管理自己健
康的能力？居民健康素养，千万别
一测了之。□何勇海

内蒙古检察机关日前已将“呼
格”案原专案组长，呼和浩特市副局
长冯志明带走展开调查。记者盘点
了近年10起曾引起关注的冤案发
现，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5青
年抢劫杀人案等3起冤案已经进行
追责，安徽于英生冤案已启动追责程
序，暂无下文；其他案件均未明确启
动追责程序。（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
AA13版、12月18日《新京报》）

笔者认为，自有错案追究制以来
发生的冤假错案，追责理应“一个都
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有两层意思：一
是所有未明确启动追责程序的冤案，
都应该依法进行追责。如果说由于
时间久远、人员变化、证据缺失等原
因造成难以追责，那么至少应该做
到，就现有证据能追责的理应追责。

二是错案中的办案人员，凡是违
法违规的都应追责。日前，内蒙古公
安厅调查呼格案全体办案人员，这是

公众期待的一种追责态度。但未必
所有启动追责程序的错案，所有办案
人员都受到追责。有法学教授曾调
研发现，有的地方法院不追责，有的
追责轻，有的追责重。不追责与追责
轻，都是一种纵容。

在笔者看来，影响冤案追责的因
素之一是相关地方的公检法机关缺
乏追责意识。很多地方司法机关虽
然进行国家赔偿，但却不愿意追责，
主要原因是不愿意“自己追责自己”，
因为有的办案人员已经成为单位领
导，而且案件涉及人数多。另外，一
些司法机关也错误地认为追责影响
单位形象，所以不愿追责。

因素之二是缺乏压力。有媒体
盘点 20 起冤案发现，无一起是由司
法机关主动洗冤。既然司法机关
不主动洗冤，自然不会主动追责，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施加一定压
力，比如说，舆论监督就是一种压
力，可鞭策某些冤案启动追责。在

舆论监督之外，其他监督者也要多
发挥推动作用。

因素之三是之前的冤案追责制
度不完善。虽然多年前法院系统
就推广错案追究制度，国家赔偿法
也有相关规定，但由于规定过于原
则，不够详细，影响操作性。去年
出台的《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
指导意见》以及“两高”出台的具体
意见，细化和完善了追责制度。希
望从此追责能够常态化，做到有责
必追。

无论是公检法系统防止冤假错
案的相关规定，还是国家赔偿程序，
都应该把追责作为处理冤假错案一
道“铁的程序”，绕不开的程序，应强
制问责并公开问责结果。我们要意
识到，处理冤假错案，绝不仅仅是宣
告无罪，进行国家赔偿，还应该包括
追责，只有追责才能让迟来的正义少
打折扣。
□张海英

陆勇最初吃的是瑞士诺华公司
生产的格列卫，一个月一盒，23500
元。硬着头皮吃了两年，连这个私营
小老板也扛不住了。2004年，陆勇
意外知道了印度有仿制格列卫，当时
一盒4000元。而现在，一盒已降价
到不过200元。

落差数倍的药价，意味着活着的
希望大增。陆勇自己买来吃，一头帮
病友提供帮助，一头还帮着印度企业
打理在华药款账户。麻烦来了。因
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
罪，陆勇被捕并被起诉到了法院。（12
月18日《南方周末》）

一面是岌岌可危的病人，一面是
可以救命的低价药。毫无疑问，从现
有法律体系来说，陆勇的行为的确构
成了违法。但对于一批生命垂危的
病人来说，这种选择往往又是迫于
无奈，必须为之的行为。陆勇们有别
的选择吗？如果当时不吃印度的仿
制药，而是坚持吃瑞士产的原装药，
即使连曾经是“私企小老板”的陆勇
都吃不起，更谈不上更多贫困且不如

陆勇经济能力的病人。陆勇国外买
药被抓事件，从伦理上来说乃是生命
个体的自救。虽违背现有法律，但无
疑值得法理研究者思考。法律的运
行，究竟是保护人的合法基本权益，
比如陆勇们的生存权，还是给他们的
生存造成法理与伦理的二重困境？

陆勇们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当然
不会走这样的危险路线。而陆勇案
所反映出的伦理与法理的矛盾冲击，
事实上也是在呈现关乎药品审批机
制的现实困境。陆勇案，之所以违
法，是因为印度产的这种仿制格列卫
没有经过审批。按照经济学家胡释
之的观点，“药品销售是否有罪，应该
看药品本身而不是是否通过审批”，
以现有法理情况考量，如果要对陆勇
依法处理，应当酌情考虑印度产仿制
格列卫的质量与疗效。毕竟，买卖这
种药，是为了救命，陆勇可以说主观
上没有犯罪意图，应该得到司法部门
的审慎考虑。

白血病患者国外买药被抓折射
法理困境，从执法意义上来说，对其

进行逮捕当然是捍卫法律权威。但
毕竟陆勇案件性质不同，其背后有着
更深刻的医疗困境。如果极端病患
者，没有一个合法且合理的路径，势
必会有更多人参考陆勇的做法。良
法运转的目的，应该是遏制人的恶
念。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指出“法律是
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陆勇式
的二难选择，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方
式加以疏导。

白血病患者国外买药，冒着违法
的危险恰是基于其自身经济能力实
在无法购买高价药。从这个意义上，
陆勇式的法理困境，不仅仅是抛给法
律的一个现实之问，也是抛向相关部
门的医改之问。不论司法部门最终
依据现有法律对陆勇做出何种处理，
此案过后，针对陆勇案呈现出的法理
与伦理困境，都应有必要的反思与反
省。陆勇背后，屹立着一批一药难求
的白血病患，重视他们的现实需求，
才能为解决法理与伦理的冲突提供
一条善治出路。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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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应成为处置冤案
“铁的程序”

别轻视
“居民基本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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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南区的市民已喝上丹
江水！

有居民惊喜地发现，从水管
流出的水清澈无异味，并且烧完
后没有水垢。本月底，柿园水
厂、新郑一水厂、港区水厂等其
余几座水厂也将用上丹江水，白
庙水厂和上街水厂将于春节前
后接通，已经喝上丹江水的亲
们，来说说感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