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府网昨天全文公布《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该条例自2015年3
月1日起施行。此前外界将“以人查
房”作为不动产登记的主要看点，认为
一旦执行，官员瞒报登记资产信息等
情况将被刹车。但现在看来，“以人查
房”短期内并不能实现。《暂行条例》全
文35条都没有提到有关“以人查房”字
句。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5~A06版)

如果说，2013 年 3 月 26 日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
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
明确要求，2014年6月底前出台不动产
登记条例，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
记制度，是给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一个明确的时间表，那么，2013年11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第一步由
国土资源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土地、
房屋、草原、林地、海域等不动产统一
登记职责；第二步建立不动产登记信
息管理基础平台；第三步推动建立不
动产登记信息依法公开查询系统，就
是为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具体实施勾画
了一幅清晰的路线图。

而现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即
将于明年3月实施，则是给社会各界发
出了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统一将进入实
质推进阶段的信号，意味着这项工作
已经正式从方向落实到了实际工作
中。不动产统一登记，这个已经存在
了数年、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概念”终
于正式进入倒计时阶段，变得触手可
及。

虽然是暂行条例，但既然进入正
式实施阶段，相关部门必须拿出更大
的勇气和魄力，去推动改革加速，打破
以往的积弊，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关
键在落实。据了解，目前，我国的不动
产登记分散在多个部门。如建设用地
使用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等由国土资
源部门登记，房屋所有权等由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登记，林地所有权和使
用权由林业部门登记，水面、滩涂的养
殖使用权由渔业部门登记，海域使用
权则由海洋部门登记。因此，中央虽
已经明确了国土资源部负责初期的不
动产登记职责，但仅仅依靠国土资源
部能否突破其他职能部门不肯放手的
羁绊，从而确保相关不动产信息真实、
透明地归口到一个平台，显然国土资

源部面临的挑战颇多。
就此而言，不动产登记的统一背

后涉及多方面因素的掣肘，逐步减少
其中的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平衡各
方利益，明确任务分工，建立相应的工
作机制，明确进度时间表和问责机制，
从而推动其他职能部门配合国土资源
部完成“摸底”，将明显有利于暂行条
例的落地执行。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有了时间
表，也有了路线图，现在更有了协调机
制，剩下需要做的是下定决心、坚定不
移地落实下去，对之前的行业利益、部
门利益“动真格”。而能否坚持这种克
服阻力的勇气，恰恰正是这项重要改
革能否最终成功的关键所在。
□毕舸

不动产统一登记关键在“动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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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网友微博爆料，西安
一家医院的医生在手术台上玩起了自
拍。这组照片被网友大量转载，引发
热议。12月21日晚，西安市卫生局通
报了“医生手术台自拍”事件调查情
况，责成西安凤城医院就此事件向社
会进行公开道歉，并进行全面整改，加
强内部管理，规范医务人员行为，避免
类似事件发生。（12月22日《新京报》）

手术台自拍事件有了处罚结果，
这是当地相关部门对互联网舆情的一
种积极回应。只是，由此而来的思考
不应随着处罚的来临而结束。从图片
信息传播过程来看，手术台自拍从一
开始便与敏感的医患关系扯上了，但
从事实来看，手术台自拍没有过多的特

殊含义，它仅仅是医生们的一种纪念心
态。因此，问题来了，在完成手术的前
提下参与治疗的医务团队是否有权利
进行这种合影？

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医生们对患
者的手术已经宣告结束，但只要患者
还躺在手术台上，这种合影便不宜进
行。一者，这牵涉到患者是否自愿，患
者的隐私权有无在这种合影中遭到侵
犯。二者，即便患者愿意，手术台也不
是一个适合合影的场所，因为手术刚
刚结束不久，医生如果不注重防护，在
脱下相关防护医具的情况下玩自拍，
难保不带来细菌感染等卫生问题。

因而，手术台自拍事件尽管没有酿成
什么重大后果，但对其的处理必须是严肃

的，更重要的是，借此事件重申与普及关
乎手术台使用的专业常识。也许，仍有
人坚持认为，拍个照没啥大事，何必斤
斤计较！但一个行业的操守习惯本就
由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累积而成。胡
适先生早年有一篇《差不多先生》的文
章，说的是一个人凡事都觉得差不多就
行了，结果最后得病，觉得治牛的医生
和治人的医生差不多，请错医生枉送性
命。同理，关乎手术台的使用，亦不能
奉行“差不多”精神，万一哪天因为类似
拍照合影的事儿，造成不必要的手术后
果，岂非哭笑不得。

反思手术台自拍事件，不能以是
否出事为前提。从这个角度出发，西
安相关部门的处理谈不上“上纲上

线”，可以看作一种未雨绸缪。近年
来，医患关系屡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
点。这其中有一些误会因素，也有一
些医生的疏忽。手术台自拍事件，以
互联网舆情到地方卫生部门迅速作
为，开创了一种良性沟通的典型范
例。事实上，针对所有医患关系的舆
情事件，最怕的不是这中间的结无法
解开，而是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在
拖延中把民怨滚大。所以，针对手术
台自拍事件的处理，应该说值得肯
定，只是值得期盼的是，这种积极能否
上升至一种普遍的监管惯例，以此促
进有关医务行为常识理念的普及与落
实，给民众一个常态的监督渠道。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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