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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记者11日在卫生部举行的
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工作开局良好，未来在初步梳理试点城市做法和经验的
基础上重点推进7项工作。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会上指出，卫生部最近系统研究部
署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初步形成了近期改革的主要思
路：按照“上下联动、内增活力、外加推力”的原则，采取“突
出重点，抓住关键，先易后难，边试边推”的办法。

他强调说，要提出一批提升公立医院发展水平和服务
能力的建设项目，增强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要抓实三级医院
对口支援工作，形成上下联动的长效机制，在农村优先发展
县级医院，并向乡镇卫生院延伸，做到“大病不出县”，在城
市，强化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分工协作，建立更加紧密的
联系，做到“小病不出社区”，明显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台“最高法院”对扁家两弊案终审定刑

陈水扁被判11年和8年刑
据新华社台北11月11日电 原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

与妻子吴淑珍等人因分别在公务费、龙潭购地、南港展览馆
等弊案被控贪污、洗钱，台湾“最高法院”11日对其中两个案
件终审定谳。

依据最终判决结果，陈水扁在龙潭案中被判刑 11年、前
台北101董事长陈敏薰给款案部分被判刑8年。至于应合并
执行刑期几年，将由检察官再向台湾高等法院声请。

吴淑珍因龙潭购地案部分被判11年、陈敏薰给款案部分
被判8年、洗钱案部分被判7个月，同样将由检方与高院讨论
合并执行刑期。

至于另外的公务费案和南港展览馆案，“最高法院”将二
审撤销并发回高院重审。

今年 6月 11日，台湾高院就此 4案二审各判陈水扁夫妇
有期徒刑20年。

庆祝空军成立61周年

6种文物飞机入驻航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为庆祝人民空军成立 61 周

年，空军11日将征集的6型文物飞机移交中国航空博物馆收
藏并展出。

这次入馆的安－26、歼－7M、歼－6、歼教－5、米－6、雅
克－18等 6型国家珍贵文物飞机，分别来自空军部队和新疆
某航空俱乐部。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一段重要历史，具有极
高的文物价值。

1980年出厂的 808号安－26飞机，曾出色完成了演习演
练、抢险救灾、空降空训、人工增雨等一系列重大运输任务。
60549号歼－6型歼击机，是在米格－19C型歼击机基础上仿
制而成的一种单座、双发、超音速歼击机。这型飞机装备部队，
实现了中国空军飞机装备从亚音速向超音速的跨越，是我军曾
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功最为卓著的一型飞机。

这次移交的歼教－5、歼－7M、雅克－18 和米－6 飞机，
在飞行员训练培养、装备仿制研制等方面，记载了几代人民
空军官兵的奋斗历程，也见证了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

大病不出县 小病不出社区

公立医院改革近期推进七重点

公办幼儿园太难上！
怀胎仨月就要去报名

本报讯 据重庆晚报报道，腹中孩子还不知是男是女，着
急的父母便已抢着给他(她)去幼儿园报名了。几天前，家住重
庆南坪的秦华(化名)刚怀上小孩才三个月，便托人在南坪实验
幼儿园登记报名。“不是我们着急，而是去晚了就报不上名了。”
秦华说，她听好多朋友讲，和她一样情况的父母还有不少。

10日，记者来到位于南坪后堡的实验幼儿园，以一名两岁
孩子的家长身份，咨询明年来园报名就读事宜。“报不到了，报
不到了，三年内的招生名额都已经满了。”一名保安听说是来
报名的，立即摇头表示不予接待。隔着紧闭的铁栅门，他说：

“你这时才来啊？早就报满了，你去看看其他幼儿园还能不能
报上？”记者想入园向老师咨询，但他坚决回拒：“进去也没用，
报不到名了。”此时，正好碰到南坪实验(融侨)幼儿园的一位老
师来这儿办事，她说：“这里肯定报不到名了，我们那边是分
园，明年的名额也都已经报满了。”

一位接送孩子的老人告诉记者，“这家幼儿园一直很紧张，
要提前一两年报名，听说现在很多人刚怀起娃儿就来报名了。”

与公立幼儿园的紧俏相比，私立幼儿园则显得宽松，入园
政策也很灵活，大多可随时报名入园。

湖北交警乱罚款手段“创新”
处罚决定书写两版本逃避法律风险

据新华社武汉11月11日电 近日，网上曝光湖北省钟祥
市交警乱罚款，处罚决定书搞“阴阳单据”，一张处罚决定书
对两辆车进行罚款等行为，引起广泛关注。记者 11日获悉，
钟祥市纪委等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介入调查，并将向社
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近日，网名“交通维权”的网友在网上社区发帖《湖北钟
祥市交警乱罚款探秘（有录像有图片）》，展示大量证据，称湖
北省钟祥市交警存在乱罚款的违法行为。帖子称，钟祥交警

“乱罚款高招可谓‘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处罚决定书中搞
‘阴阳’单据”：他们开具的处罚决定书三联单中，第一联是存
根，只填写司机基本信息，不填写具体违法情节、处罚依据和
罚款金额；让司机签过名后，再直接在第二联——银行缴纳
联上填写违法情节、处罚依据和罚款金额，因为是当场收缴
罚款，该联即刻作废；第三联交给司机。

或者，“交警用小纸片垫在‘违法情节’栏复写”，这样出
具给司机的处罚决定书和存根上，只有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一
致，而违法情节、处罚依据和罚款金额就变成两个版本了。

网帖称，“这样的执法案卷，如果不是在执法现场进行暗
访，事后例行公事的‘抽查审阅’，不会看出问题”，“乱罚款行
为的法律风险降到了最低”。

这名网友还曝称，有的交警罚款只给处罚决定书，不给
罚款收据。2010年 7月 9日下午 7时，一货车途经钟祥，交警
开了一张罚款 200元的处罚决定书，竟以“没有罚款收据，需
要等两天取票”为理由，将200元现金装入腰包。

打造高墙“学校”带给罪犯希望

河南一监：25年零越狱
新华社记者 李亚楠

河南省第一监狱为狱警和服刑人员提供学习机会，缓和
对立情绪，创造了连续25年“零越狱”成绩。

管教变矫治
在河南省第一监狱，除坚固的高墙电网、整洁的罪犯监舍、

规范有序的管理外，最引人注意的是服刑人员艺术作品展，书
法、绘画、手工艺品异常精美，同戒备森严的高墙形成鲜明对比。

一监党委书记、监狱长苗正钊说，一监努力打造高墙内
的“学校”，而不是隔绝于世的孤岛。“学习是有效的改造手
段，会给罪犯以希望，减轻其心理负担。”

看守变老师
当前服刑人员的两大特点是心理问题增多，法律维权意

识增强。心理咨询和法律成为监狱警察学习的两大重点。
一监每年组织狱警参加心理咨询培训，现有53名警察获

得三级以上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三监区科员高江红把所
学知识用到工作中，为罪犯提供心理咨询，他说：“很多罪犯
在走出心理咨询室时，都对我鞠躬。”

一名犯人入狱后家里土地被征用，却没得到补偿款。一
监教育科副科长郑红瑞根据上世纪 80年代出台的一份文件
帮犯人讨回补偿款。郑红瑞说：“常用法律条文要背得滚瓜
烂熟，否则回答不了犯人问题。”

刑期变“学期”
1985年6月，一监开办以服刑人员为教育对象的特殊学

校——开封培才学校，开展正规学历教育。1994年，一监开
办高等教育自学辅导中心和考点。到现在有 1562人参加成
人高教自学考试，涵盖20个专业，56人获得文秘、法律、公共
关系等11个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

开封市图书馆每月为监狱提供 1000册图书，建立“流动
图书站”，在服刑人员中开展读法律手册、人生经典、红色经
典、科技书籍的“四读”活动。

苗正钊说，没有一技之长，缺乏谋生手段是刑释人员重新
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监为此加强服刑人员职业技能培训。
自2004年首次开展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以来，有1443名服刑
人员参加汽车维修、计算机操作、烹调、缝纫等28个工种的鉴定
考试，先后有1192人取得初、中、高不同等级的技能证书。

河北平乡县的王景全在监狱掌握了电气焊等实用技术，
2002年提前获释后，办起电气焊技术培训中心，被评为“河北
省扶贫先进个人”。 据新华社郑州11月11日电

网络热词“给力”登人民日报头条
严肃官媒赶新“潮” 赢得网友叫好声

清宫图能控生男女？
专家称只是娱乐莫当真
本报讯 据扬子晚报报道，记者近日在南京市妇幼保健

院孕前门诊了解到，很多偏爱男孩或女孩的家庭，喜欢照着
一张生男生女清宫图怀孕，而且很多人在门诊询问按这张表
怀孕是不是很准，有没有科学依据。

记者了解到，所谓清宫图，其实是个表格，纵列是孕妇的
年龄，横列是怀孕的月份，对应的交叉点则是胎儿的性别。
据说按照表上的年龄和时间怀孕，就可以控制生男娃还是女
娃了，而且十分精确。果真如此吗？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主任凌秀凤表示：除了生男生女清宫
图外，民间还流行很多生男生女预测的偏方，像是“酸儿辣女”、

“酸碱度”等等说法，但最近最火的还是生男生女清宫图，网络
上各个论坛流传的“清宫图”被传精确度极高,被很多人拿来参
照选择性别怀孕，也有很多人准备要孩子到医院咨询准确度。

凌主任提醒，现在出现的这些预测生男生女的方法没有
科学的依据，平时娱乐下就好，不必太当真，不要放太多的心
思在这上面，偏信某种方法可能事与愿违，偏食某种食物可
能造成营养不良。

从“蒜你狠”“豆你玩”到“糖高宗”“煤超疯”

物价飞涨催生网络热词
据新华社济南11月11日电 从“蒜你狠”到“豆你玩”再到

“棉花掌”，从去年底至今，由中国网民创造用以调侃物价上涨
的网络新词层出不穷，折射出百姓遭遇的物价上涨压力。

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词汇因谐音异字，便于记忆，随着物
价的不断上涨，被网络广泛转载引用。其中，“蒜你狠”首开网
友以此类词汇调侃物价先河。今年 3 月，大蒜价格疯涨数十
倍，网友们借用流行歌曲《算你狠》的歌名，创造出风行网络的

“蒜你狠”一词。
“价格最贵的时候，蒜可以卖到每头1.5元，饺子店里的服

务员甚至不愿意多赠送几瓣蒜给顾客。”
紧随大蒜，绿豆成为另一被热议的商品。已故相声大师

马三立最著名段子中的经典台词“逗你玩”被网友演绎成“豆
你玩”，以表达对从今年初开始，绿豆从每公斤两三元涨到目
前10多元的无奈。

自“蒜你狠”“豆你玩”诞生后，中国网友调侃物价上涨的
兴趣似乎与商品价格走势一样，持续高涨。随着生姜、食用
油、白糖、苹果、棉花、中药、煤炭等商品价格涨势接连启动，相
应的三字新词随即出现，“姜你军”“油你涨”“糖高宗”“苹什
么”“棉花掌”“药你苦”“煤超疯”等“侃市场”词汇无不彰显网
民的智慧。

山东社科院研究员鲁仁认为：“在这些戏称和调侃的背
后，多是让人无奈的现实。他们以此释放一些抱怨情绪，并希
望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

——优化公立医院结构布局，重点加强农
村、城市新区、郊区、卫星城区等薄弱区域和儿
科、妇产、精神卫生、老年护理、康复等薄弱领域
服务能力的建设，缓解群众看病难。

——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
内在联系、长期稳定、制度化的分工协作机制，逐
步形成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医疗服
务模式。

——改革医院收费方式，在推行医疗保障“一
卡通”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
农合费用在医院直接结算、异地结算，解决群众“垫
支”、“跑腿”、“排队”等问题；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支
付方式，促进公立医院形成控制费用的内在机制。

——优先建设发展县级医院。
——全面实施预约诊疗，优化就医流程，方便

患者就医；推进临床路径电子化管理，控制单病种
费用；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做好医疗责任保险和
医疗意外保险，实施绩效考核，创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调动医务人员积极
性。

——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城乡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培养输送大量合格的医疗人才。

——推进医院信息化和远程医疗系统建设，
建立以电子病历建设和医院管理为重点的医院
信息化网络，财政部已经同意在这项工作上给予
地方以经费支持。

七
项
工
作
重
点

11月11日，受冷空气影响，
北京遭遇大风降温，钓鱼台国宾
馆东侧的银杏树树叶纷纷飘落，
市民争相来此拍照，留存秋意。

新华社发

水往高处流
11月10日，游客蹲在水沟

旁感受“水往上流 ”。俗话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
在台湾台东县都兰村的渔桥附
近，一条农田灌溉沟渠的潺潺
水流竟蜿蜒往高处流去，令游
人啧啧称奇。 新华社发

争相留秋意争相留秋意

高速路旁
竖立恐龙雕塑
河南汝阳是世界闻名的“恐龙之

乡”，近年来，考古人员先后在汝阳县
刘店乡发现“汝阳黄河巨龙”（体长超
过18米）和“巨型汝阳龙”（体长超过
30米）。新建成的巨型恐龙雕塑高
18米、长28米。图为位于二广高速
公路河南汝阳段道路旁的巨大恐龙
雕塑。 新华社发

本报讯 据山东商报报道，
题为《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的稿
件，占据了11月10日《人民日报》
的头版头条。稿件标题中选用的
网络热词“给力”，迅速被细心网友
发现并截图发到网络上，从而引发
网络关注与热议。一向以严肃为
公众所熟知的《人民日报》，采用如
此“潮”标题，立刻引发如潮热议。

标题很“给力”
这篇文章引题为“改革攻坚

迸发动力 政策创新激发活力 厚
积薄发释放能力”，文章约 3200
多字，主要介绍江苏从“文化大
省”向“文化强省”的华丽转变。
与很“潮”的标题相比，文章中并
没有提到“给力”这个词。

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
日报》—直保持着严谨平实的办报
风格，其对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话
语使用的严肃性，已深为公众所
知。正因如此，很难在《人民日报》
的标题中见到网络流行词汇，至于
头版头条更是“闻所未闻”。

所以当 11 月 10 日头版头条
的标题中出现“给力”一词，引来
了诸多网友的叫好声。诸如“人
民日报很人民”、“人民日报微笑
了”等评价不绝于耳;而“标题很
给力”几乎成了网上评价最多的
—句话，绝大多数网友对《人民日
报》的此次尝试予以认可。

回应很低调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人民

日报》如此用“给力”令人费解，因
为通常情况下，网友将“给力”用
作形容词或感叹词，“给力文化强
省”似乎不通。网友“李蓬”在微
博上表示：我请教各位网友：在网
民使用这个词时，是当形容词用，
还是当动词用？人民日报当什么
词用了？是否合适？

此次“给力标题”的出现，应
该是《人民日报》所做的—次大胆
突破与尝试，对其反响也仍在观
察中。11月10日，本报记者拨通
了《人民日报》总编室的电话，试
图就“给力标题”进行采访，但对

方婉言拒绝，表示“领导要求我们
不接受采访，这就是我们做的—
个标题而已。”

更多新期待
此前曾有人担心，网络语言

会破坏中国汉语言的传统和纯
净，因而—些地方也主张在政府
公务系统等领域限制使用网络语
言。此次《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
中使用网络热词“给力”，引发网
友热评，“《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
的机关报，敢于标新立异，引用网
络热词，足见网络文化正在被国
民所接受，被主流媒体所认可。”

无独有偶，被网民昵称为“强
哥”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两次推
荐网络视频《春天里》的消息也在
11 日被各大网站和论坛迅速传
播。这位自称“注册过QQ号、经
常打网络电话”的“60后”省委书
记，近期在表彰优秀大学生村官
时，不仅向他们推荐《春天里》，亲
自朗诵歌词，还说自己“每看一次
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给力”：音gěi lì，原本属于网络语言，最早

出现于日本搞笑动漫《西游记：旅程的终点》的中文配音
版，属于东北方言和日语的混合产物，意思类似于“牛”、
“很棒”、“酷”，常作感叹词用。另外，在实际使用中也可
加一个否定前缀，如“不给力”，表示某个事件或某个人
带给自己一种很失望的感觉。另一种说法是，“给力”一
词是从闽南话演变过来的，意思为很精彩、很棒的意思。

2010年，“给力”一词流行起来，并在世界杯期间
被网友广泛使用，还有网友根据“给力”造出一个新的

英文单词——ungelivable(不给力)。

人民日报11月10日一版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