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正一个错字
代价有多大

批文中一个错字导致上千万元
招商项目无法营业，为了修正错误，
百姓燃气公司历时14个月跑了30多
个部门盖了100多个印章，各类审批
材料多达 40 公斤，至今依然无法拿
到《气瓶充装许可证》，这其中的“奥
秘”远非一个错字所能承担。

工作人员为何会把“储配”写成
“储备”，新闻披露说在江西修水方言
中“配”和“备”发音高度相似，所以才
出现了“人为失误”。可事实上，修水
县城建局至今不愿意更正这个“失
误”，这说明把“储备”变成“储配”可
能也并非无意为之。从新闻中我们

看到，城建局将错就错，不过是故意
设置门槛阻止其他人进入该县液化
气站的市场。如果进一步追问该县
城建局为何限制液化气站市场，很难
不让人怀疑他们和该县已有的液化
气站是不是有利益纠葛？否则，为何
会冒着“行政乱作为”的风险故意刁
难其他液化气站？

修正批文中一个错字到底要付
出多大的代价，投资一千多万的液化
气站无法开张营业就是沉重的代
价。一字之错的批文不具有普遍性，
但是百姓燃气公司这种回乡创业的
遭遇却具有一定普遍性。一些地方
政府招商引资时使尽各种招数，可真
把人吸引过来了，却又很少从根本上
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审拿卡要”
等行政恶习一样不少。修水县城乡
建设局能把一个出错的批文坚持到
底，它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基层政府公
权力不受监督的肆意。 陈 方

江西省修水县城乡建设局《关于同意建设赣西北液化石
油气中转储备库项目的批复》中，工作人员将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中规定的“储配”写成“储备”，这一字之差导致当地百姓燃
气有限公司因此成了一座“死站”，无法为附近居民提供灌气
服务。(9月19日《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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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医患冲突
需协调机制发力

“行凶者”的行为应该受到谴
责。不管患者对医生的治疗有怎样
的看法或质疑，都应该通过合理合法
的渠道，与医生或医院进行沟通，而不
能突破底线，使用违法的暴力手段。
暴力手段最终不仅自己要承担法律
责任，还会进一步恶化医患关系。

不幸事件已发生，为受伤医生祈
福的同时，迫切需要深入反思的是：
如何化解各种潜在的医患纠纷，医患
之间如何才能达成和谐？

从同仁医院公布的王宝洺的治
疗经过看，患者曾于2006年、2007年
先后到该院做“全麻支撑喉镜下激光
右声带扩大切除术”和“气管切开
术”。而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8
年8月，王宝洺就将医院“推上了被告
席”，认为院方有“伪造病程记录、伪造
医生签名、伪造手术记录、伪造手术现
场”等问题，“但至今都没宣判”。

也就是说，这起医疗纠纷实际上

已经延续了四五年的时间，中间还经
过司法程序，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和
解，以致矛盾和仇恨越积越深，最终
酿成血案。显然，现有医患纠纷协调
机制并未充分发挥作用。

国外应对医患纠纷比较好的经验，
是设立伦理委员会。美国几乎所有的
医院都设有伦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
负责倾听医生、病人和家属的意见，并
提供建议。委员会成员并非只是来自
医院，而是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医院
的医生、注册护士、牧师、社区代表、社
会工作者、律师等。伦理委员会成立之
后，医院的医患纠纷大为减少。

在国内，类似的医患纠纷调解机
制已经在探索建立。卫生部从去年
开始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这个委员会一般设在区县，涉及
司法等多个部门，由卫生部门牵头。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人员组成
包括，离退休医学专家、法官、检察

官、警官，以及律师、公证员、法律工
作者和人民调解员。

今年5月份北京市下发《关于加
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
由 6 个部门联合组建的首个医疗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调委会将
引导医患双方依据事实和法律解决
纠纷，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调解申
请，调委会须在3日内受理。遇到重
大疑难医疗纠纷，要实行专家合议制
度，必要时还要召开听证会。调委会
不收取任何费用，工作经费由财政部
门安排。从成员构成到经费来源看，
这有利于保证调委会的中立，取得医
患双方的信任。

此次发生在同仁医院的流血事
件，以及此前不久发生在广东的病人
砍死医生事件说明，当下一些地方医
患对立仍然十分尖锐。期待医患纠
纷调解机制尽快发挥作用，减少医患
冲突。 京文

扶老人易，扶道德难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彭宇案后，

一次次的助人为乐惹祸上身，让全社会出现了“如果
没有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就不敢做好事”的窘境。
昆明许女士搀扶摔倒老人之前，先找了两个小伙作
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道德有了法律的保
护，善心才能“有恃无恐”。 新加坡法律站在保护施
救者权益的立场上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
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
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
以污蔑罪论处。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的道德选择充满
着功利性。随着“彭宇案”、“许云鹤案”和更多因救
助老人而受委屈的事件频发后，人们潜意识里认为

“该出手时，不出手”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南通的“讹
人老太”事件，直接暴露了部分人之“人心不古”。要
想从根本改变这种世风日下的局面，有关部门应从
相关制度建设着手，使“行善有奖”的激励和“讹诈有
罚”的惩处变成制度常态。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颗道德的种子，但如何让种
子发芽并茁壮成长，无疑是要靠整个社会的呵护。
存心讹诈的人屡屡出现，实际上是相关法规的不完
善，司法者枉法而判的结果。在道德难以企及的角
落，法律应施以援手。在这一点上，美国加州议会通
过“好心人免责条例”可以借鉴。该条例规定：没有
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出于道德要求无偿对他
人进行帮助的人，即使在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
失误，也享有法律责任上的赦免。

康德说“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那最使
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
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李老汉去世后，他87岁的妻
子为自己签下的一份免责声明：“本人在人行道上摔
倒被人施救，施救者免责。”这是无奈的自救措施，更
是对道德与信任的呼唤。扶老人易，扶道德难。被
司法者扭曲的价值观，不仅需要道德回归，更需要法
律来“护航”。 尹鹏志

“性感营销”
是精神通胀的春药
在“开放”的西方国家，用“性”的手段来赢得商

业利益或政治利益，亦为主流价值观所不容。但在
我们这个传统和“保守”的国度，这种现象却泛滥成
灾。专家认为这与“过度商业化”的趋向有关，但在
笔者看来，这与精神信仰普遍性缺失的现实大环境
有关——所谓“性感营销”终归是精神通胀“酝酿”的
一碗春药。

有市场才会有需求，这是一个无比直白和简单
的道理。

譬如影视剧正是“性感营销”风行的主阵地。
某版本《红楼梦》“性感的十二金钗”，张艺谋《满城
尽带黄金甲》的“波涛汹涌”，张纪中的“内衣秀鹿鼎
记”，电视剧《秦始皇》频频出现的情爱戏镜头……
性感元素横行于影视娱乐圈子，这些摆明了吸引公
共眼球、具有“满足需求性”的“香艳消费”，虽引起
口诛笔伐，但却从来不乏拥趸。如是商业推波助澜
下的“香艳”，如是充斥着炒作、诱惑气息的“性感营
销”，如是正在颠覆传统道德审美的裸露和挑逗，既
然让社会反感至斯，引来骂声一片，又何来市场
呢？答案就在于此。

无须回避，为“性感营销”埋单的还是大众，恐怕
也包括那些在网上宣称自己性感疲劳的质疑者。未
必是人格分裂，口头上的道德巨人之所以打不过欲
望的矮子，根子在于“性感营销”这碗春药已经让越
来越多的人缺乏抵抗力——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于
今一片荒芜和空虚。在娱乐精神攻陷一切、功利价
值渗透一切的商业时代，猎奇和窥伺成为本能，“性
感营销”焉能不大行其道。

文化领域的“娱乐至死”，商业领域的“性感营
销”……都是精神通胀的产物。这不单纯是不利于
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还关乎整个社会的精神风骨。
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得到救赎，有关部门再加
强监管、商业再鼓吹道德自律，其实都于事无补，难
以真正阻挡“性感营销”的滚滚大潮。纵然是将“性
感营销”当成“黄毒”来打击，也至多是警察走了“狼”
又来，来来去去不停歇。到最后，还得像改称小姐为

“性工作者”一样，另外给“性感营销”起个名儿，无奈
地默认其存在。 陈一舟

如今，无论在百货商场还是网上小
店，经常出现穿着似露未露的模特广告和
充满诱惑力的广告词，其中一些广告图片
和文字的尺度之大，让不少网友惊呼“性
感营销时代来临”。上周，中国青年报社
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
中心，对1250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结
果显示，94.8%的受访者坦言身边的“性
感广告”很多，其中41.8%的人觉得“非常
多”。（《中国青年报》9月20日）

“穿马甲”的驻京办与“兜圈式”改革
国办去年 1 月 29 日发文明确要

求，县级驻京办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
驻京办一律撤销，严禁在京设立新的
办事机构。 去年11月9日，625家被
撤驻京办名录公布。然而，撤销令发
布一年之后，媒体调查发现，地方政
府驻京办改头换面，依旧在京“潜伏
行动”。（《新京报》9月19日）

这是并不意外的一个结果。昔
日裁撤令下达，有人欢欣鼓舞，也有
无数人悲观预测——汤可以换一换，
药却换不了，换个马甲“潜伏”下来打
游击战是一定的。道理很简单，利益
纠葛不清，拿项目跑拨款、招商引资、
接访维稳，严峻的任务摆在那里，行
政审批制度、接访劝返机制摆在那
里，哪个地方政府主官敢轻易地从游
戏中抽身而出？这远不是下个决心、
下个文件就能迎刃而解的。

一年多时间，预言被验证：不让
叫“驻京办”，就改成“在京工作人员

服务联络中心”；不让公然挂牌，就把办
公室设到居民小区里；不让以正规身份
行动，就“不对外公开身份，甚至不印名
片”，搞熟人交往；不让搞驻京办大楼，
就托身搞个酒店旅馆变通运作……总
而言之，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让
我“名亡”，我就跟你搞“实存”，事儿还
是那些事儿，活还是那些活，只不过穿
什么马甲见什么人而已。这俨然是对
严肃禁令的变相嘲讽。犹记得全国上
下对“驻京办”一片声讨之时，广东东

莞市曾总结外省市考察经验，结论就
是“重设驻京办”，因为必须加强“和中
央部委的人脉资源和资源争取力
度”。这就注定了“部”照样跑，“钱”
照样进，酒照样喝，礼照样送。

“驻京办”穿马甲只是冰山一角，
背后有沉重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本之
道，是要从中央有关部委层面，制定明
晰的利益分配方法，铲除大量寄生于
审批权上的腐败土壤，尽最大努力，让

“跑”和“不跑”都能被完全平等地对
待，否则再严格的禁令制造出的也只
能是短时间“好转”的“假摔”，矛盾只
是在变换方式“兜圈子”，“驻京办”这
只过街老鼠，也必然每过一段时间就
跳到路面上来，恶心大家一番。

中国很多社会弊端，都需要从根源
上寻找病源，开方治病。在土壤和根部
不能下决心、花大气力徐徐图之，都铆
足了劲在枝枝杈杈上做各种文章，结果
只能是一些虚幻的管理泡沫。毕诗成

权力可以“商请”法院
“暂缓执行”？

这不免让人感慨：地产大老板，背后有靠山。房
地产是牵扯大利益的领域，利益与权力拥抱在一起，
无往而不胜。你一个买主，还想从地产老板那里拿

“违约金”？法院判了也没用，权力可以“商请”法院
“暂缓执行”。

“商请”是嘛玩意？好委婉的口气啊，是跟你商量
啊，提请你怎么怎么着啊。权力干涉司法，甚至权力
左右司法，这并不鲜见。

13年的房子，搁在现在出手，那地产商是赚翻了，
收回来再卖那多爽。可是，当年定下的契约，你能反
悔么？而且，在公平环境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
的交往方式，必定非常重视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并且
为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提供最有效的保护机制，从而解
决社会交往中的冲突。契约文明是法治文明的重要
构成部分，政治文明当然离不开法治文明，那么必然
也离不开契约文明。可是，当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力向
省级法院“商请”暂缓执行已生效的判决与裁定之时，
这还是“政治文明”尊重“契约文明”吗？当地政法委
书记“严厉指出”要停止对地产公司巨额赔偿金的执
行，可见权力与公司、与司法之间的实际关系。难怪
早就有人说某些“政法委”乃“法上委”。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与企业家对
话，就政治体制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该做的工
作，谈了五点看法：第一，坚持依法治国；第二，要推进
社会公平正义；第三，维护司法公正；第四，保障人民
的民主权利；第五，坚决反对腐败。联系许多现实案
件，这话很对“榫头”：坚持依法治国了吗，还是“依权
治国”？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了吗，还是权力干涉了公
平正义？维护司法公正了吗，还是权力扭曲了司法公
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了吗，还是强化了权力的专
横独断？腐败被坚决反对了吗，还是背后“腐败的水
很深”？

温家宝总理说得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
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
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
家的领导制度。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
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见新华社 9
月14日电)

要想让权力“非诚勿扰”，那么现在最要“商请”
停止执行的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外的种种权力
活动。 徐迅雷

“筹钱”
不是永远收费的理由
作为国家的公路管理部门，做出这种判断当然有

根据，比如“‘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是我国公路基础设
施建设投融资政策的重要内容”、“当前，世界上有60
多个国家采取收费公路的方式建设和发展高速公
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等。
但是也有民众表示不理解，甚至反对。普通人的态
度，并不是说“无理取闹”、“故意找茬”，他们的判断来
自于直观感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这
些情况表明，不能总拿“筹钱”作为收费的理由，管理
部门有必要考虑公众的直接感受，制定更加合理的政
策回应民意。

首先“收费站多”、“费用贵”是好多人的切身感
受。比如，在“百度地图”中敲入“收费站”三个字，搜
索后，在这张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显示了18900多个收
费站，如果不放大地图，你根本分不清个数。收费站
多，路桥费也就很高。有网民透露，从北京自驾到大
连，一共820公里，费用是380元，约合每公里5毛钱。

“820公里380块钱”和方先生的“1600公里3.1美元”
一对比，当然有很大的心理落差，公众当然会有意见。

其次，“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谁都能理解，但是
公路不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提款机”，甚至由于收
费不透明、管理不规范，引发了一些腐败案件。有些
公路的还贷期早过了，但是还搬出种种理由照样收费
不误。比如，北京市审计局200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总造价约 10.15 亿元的京石高速早在 2000 年已还清
本息，到 2004 年底已盈余近 6 亿元。而北京市路政
局却曾于2004年答复社会质询称，京石公路还清贷
款本息的时间是 2026 年，还有 8 亿贷款没还清。什
么时候能还完，成了一本糊涂账。更有一些高速公
路已经被纳入了上市公司，成了母公司的“摇钱
树”。上述情况并非个别例子，这让公众如何感受到
公路的“公益性”？

再者，交通费用过高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据世界银行专门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高速公路
的研究报告，在车辆通行费所占人均GDP的比例中，
中国超过2%，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中国的通行费
可承受性是全世界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如此高的
通行费，不利于社会的物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
了物价水平，不利于应对通货膨胀。

公路要不要收费？还要收多长时间的费？对于
这样的一个民生问题，管理部门更需要听听公众的切
身感受。据财政部的最新数据表明，前8个月全国财
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由此测算，今
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因此，在居民收入增长
不快的背景下，再说“缺钱”、“筹钱”就有点太简单了。

我们不否认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努
力减少收费，但是这些措施与民众的预期和感受还有
差距。在公路收费这样的问题上，有关部门还更应该
考虑民众的要求，对于公路收费的情况要向公众做一
个详细解释；能取消的，尽量取消，让民众切实感受到
收费下降的好处；暂时难以取消，也要制定一个时间
表，从而对终结公路高收费乱象树立信心。吴华伟

极端天气就在身边
进入8月后，尤其是9

月以来，中国川陕豫晋等
地持续出现阴雨天气。
近日，受冷空气影响，中
国东北地区出现初霜冻，
江南地区出现寒露风。

2011 年前 8 个月，美
国经历了各种各样奇怪的
破坏性天气。从芝加哥两
英尺厚的暴雪，到南部破
坏性的龙卷风和热浪、创
纪录的洪水，再到过去几
天已烧毁德克萨斯州1000
多户人家的野火，大自然
一直在发脾气，代价高
昂。气候专家将其归咎全
球变暖，气象学家列举拉
尼娜天气现象或自然变异
的影响。但是综合考虑短
期性天气事件和长期效
应的多样性和破坏力，更
多的科学家认为，气候本
身似乎在变化，极端天气
将变得更加普遍。

焦海洋/图

近日，同仁医院一位出诊女医生徐文被她曾经的患者王宝洺

持刀砍伤。9月18日，卫生部对这一暴力行为发出了强烈谴责，
国内医疗界同行乃至公众对此也是义愤填膺。昨天上午，同仁医
院耳鼻喉科的医务人员专门为受伤大夫举行了祈福捐款活动。

一台湾商人花大价钱在厦门买了一
层店面房，都13年了还迟迟拿不到房产
证，打官司法院判卖方赔偿业主违约金，
卖方则是要买方补交上百万元“原先算错
了”的“面积差款”……后来，出来个“厦门
市委会议纪要”，“商请省高级法院同意对
已生效判决、裁定暂缓执行”。(9月19日
《中国青年报》)

“彭宇案”之后，扶一下摔倒的老人似
乎成了社会难题。9月2日，武汉的李老
汉摔倒在地无人敢扶，最终窒息身亡。这
种悲剧的出现不仅是社会的悲哀，也是道
德的沦丧。

“行程 1600公里，共被收了 5次
费，一共是3.1美元”，这是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方汉奇先生最近在美国的经历，
这种经历引发了公众公路收费的热
议。方先生引发的热议还没有消退，19
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在《人民日
报》上有关“收费公路政策需要继续下
去”的表态，又把公路收费的问题推向
舆论的焦点。

驻京办撤销令发布一年
后，媒体调查发现，地方政府驻
京办改头换面，依旧在京“潜伏
行动”。这是一个并不意外的
结果。道理很简单——利益纠
葛不清，拿项目跑拨款、招商引
资、接访维稳，严峻的任务摆在
那里，哪个地方主官敢轻易地
从游戏中抽身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