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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监督问责机制
跟进，仅靠高薪激励不出高尚
医德，维护不了医生尊严，也
实现不了医改目标。因为医生
的尊严靠医德支撑，不是钞票
堆积起来的。

别拿高薪养医当医改目标
┮叶祝颐

“医务人员的工资本来就应该
比别人高，问题是高多少。我认为
应该高5-10倍，这样医生才能有尊
严地活着，医改才能成功。”在日前
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广东省政协
委员、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颀谈
及医生工资的话题让现场议论炸
开了锅。(1月15日《新快报》)

应该承认，一些基层医院、卫
生院医生拿两三千元的工资，这样
的工资水平在广东地区确实有些
偏低。但是医生委员把医改不成功

的原因归结为医生工资低。希望医
务人员工资比别人高出5-10倍，并
不合理。如果没有监督问责机制跟
进，仅靠高薪激励不出高尚医德，
维护不了医生尊严，也实现不了医
改目标。因为医生的尊严靠医德支
撑，不是钞票堆积起来的。

值得追问的是，医生的高薪从
何而来？靠财政拨款吗？政府要用
钱的地方很多，很多公共服务需要
投入，很多民生项目嗷嗷待哺，其
他行业也迫切期待提高工资。医生

工资比别人高出5-10倍，别人都该
忍受低工资待遇？医生就高人一等
吗？要说对社会的贡献，科技工作
者、法律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哪个
没贡献？还有更多从事苦脏累工作
的低薪劳动者，他们的涨工资诉求
与谁言说？医生工资虽不能与少数
高薪阶层相提并论，但与多数工薪
阶层相比，并不算少。医生要求自
己的工资鹤立鸡群没道理。

如果说医生需要高薪才能减
少逐利冲动的话，那些因病致贫的

患者更需要提高收入。如果说医生
需要高薪维护尊严的话，又由谁来
给其他行业提供高薪维护尊严呢？
事实上，在物价高企的当下，对收入
低最有体会的是低收入群体，不是医
生。配合医改就要让医生工资高出其
他人5-10倍，充满不合时宜的怪味。

医生把医德与法律制度抛在一
边，以配合医改为由伸手向政府与患
者要高工资，这既是医德滑坡、利益
诱惑的结果，也是提醒医改政策完善
配套机制，不让医改惠民目标变成

“水中月”、“雾中花”的内在要求。
要实现医改惠民目标，加大医

改投入、加强医德教育都是必要
的，但是指望医德教育让既得利益
者良心发现、利润血管里流淌道德
血液，指望来自医院的政协委员坚
持民本立场，正视医改政策需要打
破利益格局的现实，殊为不易。政
协委员建议医生工资是其他人5-
10倍，或许是黄粱一梦，但是医改
政策如何更好引导社会公平，化解
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值得思考。

春节临近，是否回家过年又
让“恐归族”开始纠结。民政部中
国社会工作协会对北京、上海等
六大城市人群进行过年回家的调
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
表示“为春节回家而烦恼”，烦恼
集中在车票、人情消费压力、路途
遥远等客观因素上。其中经济婚
姻问题仍为主因。(《北京晨报》)

价格一路飙升的茅台酒已经
超出寻常百姓的承受范围，客观
上沦为变相的奢侈品。正在召开
的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上，上海市多位人大
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
酒。(1月16日《长江日报》)

茅台酒在因为飙升的价格而
荣升为奢侈品的同时，也几乎沦
为“全民公敌”。虽然笔者也承认
人大代表的建议值得肯定，但具
体到禁止公款喝茅台这件事上，
则更像是用“酒话”论酒事，有头
疼医头、脚痛医脚之嫌。

原因很简单，即使政府有关部
门规定了公务消费不准喝茅台，那
有人改喝五粮液怎么办？不要忘记
了，市场上的高档白酒，除了茅台
还有很多，茅台只是一个典型代表

而已。而且，即使政府出台文件规
定，把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全部给

“戒了”，但是市场上再推出更加名
贵、价格更高的白酒品牌，又该怎
么办？难道出现一种禁止一种，那
样岂不成了没完没了的猫鼠游戏？

公款消费“戒不戒”茅台酒不
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如
何规范公款消费和公务支出，如何
实现政府财政预决算的科学管理。
换言之，应该对政府机关的公务支
出和公款消费进行严格细致的管
理，对违反规定的超标超额消费
进行严厉的问责和追究。具体说
来，应该包括从每年的财政预决算
入手，管好政府手里的每一分钱，
让每一分钱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去。

如果把规定具体到不能喝哪
种酒、不能抽哪种烟，看上去好像
很细化，但由于不是从全局看待
问题和解决问题，没有抓住问题
的根本和关键，最终必然遭遇“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让上级监管
部门疲于应付，效果还让人不满。

禁止公款喝茅台更像是“酒话”
□苑广阔

格微评论

新闻：今年春运，铁道部要
求实行实名制购票，并规定“票、
证、人”一致才能进站。但记者在
杭州火车南站发现，有车站工作
人员与“黄牛”勾结私带无票人
员进站上车。有带客黄牛说，实
名制后，倒票的少了，生意更好
做了。(《北京晨报》 1月16日)

微评：原本以为实名制购票
能打击黄牛，没想到又给黄牛开
了条路子。

新闻：1月15日，广东汕头市市
长郑人豪回应有关“海门事件”问
题时称，华电项目是否续建未有定
论，还需经过科学环保论证和公开
听证等程序。郑人豪还称，“海门事

件”中部分闹事情节较轻的民众已
被释放，事件有少数人受境外媒体
影响，用心叵测，“这些人是非抓不
可”。(人民网 1月16日)

微评：“用心叵测”能否作为定
罪根据，很不靠谱，而非法律语言，

“非抓不可”，也似乎超越了法律的
程序。

新闻：1月13日，iPhone4S正式
发售，严先生在联通营业厅买到了
该处售出的第一部iPhone4S，但这
部价值6000元的新手机里，竟然存
有1343个电话号码。据他介绍，当
时他在买手机时，新手机拆开包装
后，手机竟无法充电。(《广州日报》
1月16日)

微评：没艳照吧。

新闻：“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
报告”显示，在企业家涉案的199例

案件中，国企和民企分别为88例和
111例，其中59例国企企业家贪腐
案例中，平均涉案金额达到3380万
余元，其中光明集团前董事长冯永
明一人就贪污7 . 9亿元。全国律师
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
认为：“国企企业家的主要犯罪类
型是贪腐，而民营企业家多在融资
问题上犯罪，前者是钱多，后者是
没钱。”(《新京报》 1月16日)

微评：同是犯罪，国企可恨，
民企可怜。

新闻：据英国《每日邮报》14日
报道，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伙贼不辞
劳苦，花半年时间挖30米长的地道
抵达一台自动提款机的底部，偷走
6000英镑(约合人民币6万元)。而他
们第一次策划并尝试挖地道，是在
2007年8月。(《新快报》 1月16日)

微评：偷得太有诚意了。

●郎咸平抨击高铁，说解决
春运难的问题，必须增加普通铁
路的密度10-30倍，而不是高铁。
这种论调看上去是为了旅客省
钱，但是，中国春运任务如此之
重，靠慢火车是永远解决不了问
题的。再说，中国哪来那么多土
地把慢车铁路线拉长1 0- 3 0倍？
发展高铁的方向是对的，所不对
的是不够注意安全和成本。(姚
树洁 经济学家)

●公款消费导致了市场对
涨价的不敏感。(政协委员称白

酒涨价推手系公款吃喝)

●批评与批判，只差一字。
央视主持人张绍刚采访求职者
有点太激动，关键是文化的偏执
与不适应，大家批评批评、促使
其反思反思即可，上纲上线到节
目关闭、主持人下课、辱骂狠批
的地步就过了，也不必事事皆扯
上CCTV借机嘲讽。是吧？(张志
安 学者)

●机票贵，火车票难买，水
路运力有限。越来越多的人到
最 后 只 得 选 择 乘 长 途 汽 车 回
家，可过路过桥费又所费甚多。
本人强烈同意部分媒体发起的
春 节 期 间 减 免 公 路 收 费 的 倡
议。这样于国于民都好。(赵普
主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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