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乱收费，钱都花哪了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因为无偿献血却要有偿
使用，关于血液价格核算与
成本公开的讨论由来已久。
近日，一名来自山东曹县的
病人，因“熊猫血”的高昂价
格而危及生命。事件一经报
道，再一次引发了血液成本
能否公开的讨论。

在媒体的追问下，作为
全省输血行业业务和质量控
制中心的省血液中心没能给
出明确的答复。对于公开血
液成本的要求，相关人士含
糊地表示了隐形成本的存
在，却不愿透露具体情况。

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
看，血站制备血液包括血液
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四
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应严格
地按照操作规程，能够清晰
列举出使用的设备或检验的
项目。血液成本核算无非就
是总结一下每个细小环节的
花费，在此基础上做一次小
学生都能够掌握的加法运
算。

很明显，血液成本的公
布不是孟子口中“挟太山以
超北海”的壮举，不存在难以
攻克的技术难关，那么隐匿
成本的目的就不得不让人产
生怀疑。尽管血站一再强调

不存在依靠血液盈利的情
况，但因为血液成本的不公
开，使得这一回答显得苍白
无力。

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的
过程中，省血液中心的有关
人士曾经提到新引入的核酸
检测，并指出仅这一项就增
加了近百元的成本。但新增
项目的出现并没有带来价格
的变化，于是就产生了两种
可能，要么是血液中心正在
做“赔本买卖”，要么就是之
前每二百毫升的血液存在近
百元的收益。

在质疑声中，“国家规
定”被当作无懈可击的挡箭

牌，省血液中心始终坚称送
到医院的血液价格的“收费
标准都是严格按照管理部门
规定的”。似乎按照这种说
法，只要不超过规定的费用
价格，就没有公开成本的必
要，强烈的社会呼声也成了
可以被忽略的对象。

众所周知，血站是公益
性的公共卫生机构，这也是
血站自身不断强调的，建立
的目的就应该是服务于民
众，其正常运转也是建立在
社会公信力的支持之上。于
是，知悉血液成本是公众应
该享受的权利，在现实中却
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与

“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会以
及慈善事业的冲击相似，隐
匿成本的行为也给血站的工
作造成阻碍。最直接后果就
是一些曾经热心于无偿献血
的人心灰意冷，他们用行动
表达不满，结果便是“血荒”
频繁爆发于全国各地。如此
往复，便可能成为一种恶性
循环。

我们期待热血流淌、爱
心洋溢的事业能够在制度上
实现最大的透明，让公众看
个明明白白，让“以血养站”
的传言止于真相公布，让恶
性循环的血荒止于成本公
开。

血液“透明”，献血者才会放心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过去逾十年间，章丘车
主在办理和审验车辆运输证
过程中，被当地交通运输局
要求必须按每车每年250元
的标准，交纳所谓“中转信息
服务费”和“会费”。其间，尽
管章丘市人民法院三次裁定
其收费行为违法，但输了官
司的章丘市交通运输局仍对
此项费用照收不误。(本报26

日报道)

“无法可依，有法不依”，
一起典型的行政乱收费之
举，何以延续逾十年之久？报
道见报当天即引起读者广泛
关注，因为，看似一笔糊涂账

的乱收费背后，实际藏有太
多疑问亟须解答。

首先，如此乱收费行为
累计收了多少钱，钱流向哪
里？以行政审批权力逼迫车
主额外交纳费用，无疑属于
典型的行政乱收费。那么，我
们就不得不追问，在叫停“乱
收费”的同时，是不是有必要
对该单位所涉嫌的乱收费项
目来一次彻底审计？起码应
该理清收费金额、公开款项
流向，同时尽可能地补偿所
涉车主利益，并依法追究相
关责任。

其次，收费发票所显示
的“章丘市道路运输综合服
务中心”和“章丘市道路运输

协会”，与章丘市交通运输局
之间是什么关系？不必讳言，
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利益关
联，恐怕没有哪个单位能够
如此轻易地搭便车乱收费。
本报调查也证实上述“服务
中心”与章丘市交通运输局
存有一定关联。种种迹象足
以证明，这一切都是被预谋
和策划好了的，目的不外乎
充实办公经费、提高员工福
利甚至是盘活单位“小金
库”。若此，此事涉及的可能
就不单单是乱收费的问题，
还可能会涉及单位资金来源
和管理的问题。

再者，也是最耐人寻味
的，我们注意到，当地法院曾

三次受理车主诉讼，并三次
裁定当地交通运输局收费行
为违法。但遗憾的是，法律的
裁定也未能让更多车主摆脱
乱收费的困扰。这一细节耐
人寻味：严肃的法律面前，一
个基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何以能够如此无动于衷？无
视法律的行为背后实际是对
权力的偏信甚或迷信。既往
的经验中不难看到这样的例
子，某个部门一旦在特定的
势力范围内取得了某种利益
平衡，它手中的权力随之也
就演变成了无所不能的“免
疫力”，甚至试图“摆平”法
律。章丘市交通局的违法收
费行为无疑是权力自我扩张

的典型表现。权力一旦失于
监督和约束必然会自我扩
张，所以任何行政收费都必
须有明确的立法和执法依
据。就章丘市交通运输局历
时逾十年之久的违法收费行
为，当地监督监察部门是否
有失察之责？

缺少监督的公权力就如
脱缰猛兽，只有在监督体系
的有力鞭笞下，才会趋于克
制和规范。而要完善监督，最
起码的一条就是杜绝“和稀
泥”。因此，倘若章丘相关部
门有心纠正上述乱收费，
不妨先从回答公众的普遍
疑 问 开始，落实并 完善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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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助学的

精神应当弘扬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3月26日《孙

茂文：节衣缩食捐了140万》
的报道，读后令人感动。一位
年过古稀的75岁老人，远离
家乡定居上海，仍关心着家
乡的教育事业，将子女给的
140多万养老钱全部捐给家
乡用于校舍改建，这种善举
值得全社会的人们学习。

“再穷不能穷教育”仿佛
成了现在人们的口头禅，但
真正为教育事业做实事才
是硬 道 理 。许 多 贫 困 地 区
仍存在因家庭经济困难或
当 地 缺 少学校等原因不能
接受正规教育的儿童，为了
这些祖国的未来，许多热心

的人们捐款捐物给予资助。
但如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
象，除了国家加大对教育事
业 的 投 资 ，更 需 要 有 更 多
的 人 像 孙 茂 文 老 人 一 样 ，
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一
分爱心。

读者：郭汉杰

打消后顾之忧是关键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3月26

日的报道《就要配型了，六人
打起退堂鼓》，笔者并不想对
反悔的捐献者进行言语批评
和责备，毕竟捐献造血干细
胞是一种自愿行为，尊重捐
献者的意愿和决定也是法治
社会下公益性活动体制不断
健全和完善的反映。

捐献造血干细胞也不是

儿戏，有的捐献者可能心理
准备还不成熟，对造血干细
胞捐献尚缺乏足够的理解和
认识，对造血干细胞捐献是
否会影响健康心存顾虑。还
有的捐献者可能会对捐献行
为本身所消耗的时间、误工
等客观限制因素更为重视，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个别捐
献者在捐献期遇到突发状况
的情形。所以，对待捐献者不
能求全责备，要适度理解和
宽容。

对此，相关主管部门和
单位还是要做好宣传和捐献
等知识的普及，让更多的人
能够对造血干细胞捐献有更
加全面和深刻的认知，实现
从“畏惧”到“理解”再到“付
出”的转变。通过建立健全公
益性法律、法规，出台相应政
策措施，加大对捐献者的法
制约束力，尽可能让捐献者
履行先前约定。另外，相关主

管单位和部门还要为捐献者
提供物质上的种种便利，尽
可能消除捐献者的顾虑。

读者：于涛

清明祭奠宜朴素

编辑：
你好！
清明是我国的传统节

日，也是重要的祭祀节日。
经济的发展赋予清明祭

祀的内容增加了，也导致祭
祀的味道变了。现在的祭祀
已经从单纯的培土上香发展
到大兴土木建碑亭、重修豪
华墓室等等。祭祀品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
普通水果、香烛和鞭炮逐渐
被取代了。因为某些人的需
要，现在市场上出现的祭祀
品可谓琳琅满目，稀奇古怪。
从“金元宝、金器物”等到“飞

机、手提电脑、手机”等，很多
地方竟然还出现了“私人医
生、保镖和小蜜”等，真是别
出心裁。更有甚者，在上坟时
会烧真家伙，例如摩托车、手
机。祭祀是一项很严肃和神
圣的活动，祭祀也只是缅怀
先人的品德和恩情，意表思
念之情。如果我们那样做，其
实只是自己的浮躁、盲目攀
比心理在作怪，也把祭祀活
动扭曲了，是对先人的大不
敬，也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
我们后人的孝心。

祭祀先人其实只要一杯
酒，一捧土或者一束花等简
单几样足矣，先人的在天之
灵也是很欣慰的。清明节就
让我们以朴素的情怀来祭祀
我们的亲人吧。

读者：吴小毛

北京名人故居据初步
调查有800多座，目前仅开
放了7座，不到1%的比例，
这几乎是全世界最落后的
比例。像历史文化名城伦
敦、巴黎、圣彼得堡，历史
名人故居开放的比例远远
高于这个数字。

——— 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舒乙说。

我认为在当代，我们
更要强调艺术与科技的融
合，探讨和引导审美活动
对当代人生意义的重建和
提升，学会把技术的物质
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
衡起来。

——— 北京大学教授叶
朗说。

为什么翻来覆去发生
这样一种价格暴涨暴跌，
就是因为农民和消费者知
道的信息都是滞后的。尤
其是农民，因为看到市场
的价格好就开始种，等到
大家都种起来后供远大于
求，价格就跌了。

——— 中国人民大学农
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郑风田说。

I T行业挣钱太容易
了，第一没有政府管，想干
嘛干嘛。第二都跑到境外
去上市，没干两年股权翻
很多倍，哪像我们这么辛
苦。

——— 房地产商任志强
说。

硅谷的工程师毕业两
三年，一定不是想着要买
房。如果这方面心态转变
不过来的话，最终买不起
房的工程师一定会更多。

——— 百度创始人李彦
宏说。

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
时间远远超过汉语，为何
学习书写汉字反成了增加
负担？说到底，还是对书法
教育重视和认识不够。

——— 中国书协副主席
苏士澎说。

我不可能成为大师，
也不是大师，更不希望成
为大师。我还是希望做好
我的二流导演。

——— 导演宁浩说。

我也是经历了残酷的
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然
而不巧的是，我是应试教
育的抵触者，所以我的考
试成绩并不理想。因为成
绩不好，许多人质疑我，我
只能默默地忍受。

——— 中南大学22岁的
正教授级研究员刘路说。

大学生“婚族”才出现
几年，这是他们主动的人
生选择，他们是先行者，也
可能会是“牺牲品”，为后
来者提供经验或者教训。
我们现在不好作评价，因
为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
样，谁也不能保证什么，包
括——— 谁也不能说他们就
一定不幸福。

——— 中山大学社会学
与人类学院副教授裴谕新
说。

□江德斌

北京师范大学公布的
一份“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
查”结果显示，中国彩民达
两亿多人，其中买彩票上瘾
不能自抑的问题彩民约700

万。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18

岁到45岁之间，多为高中和
大专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
到3000元之间，绝大多数感
觉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层
以下。(据3月26日《京华时
报》)

说起买彩票，很多人都
有一箩筐的话，讲起自己买
彩票的经历，或者身边所知
晓的各色彩民。自打彩票开
售以来，“买彩致富”就成为
许多人的梦想，媒体也经常
报道某地某人买彩票中大
奖，一夜之间就成为百万、
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从此改
变自己的命运，成为财富的
宠儿。

在彩票发行机构的宣
传鼓吹下，这条“快速致富
之路”已经深入人心。毋庸
讳言的是，无数彩民就是冲
着大奖而来，希冀能用“2元
钱博个500万”，以早日跻身

富豪之列。当中大奖的梦想
变成心中执著的愿望之后，
所谓的“问题彩民”也就由
此诞生，其实他们就是现实
社会问题的倒影，受到“金
钱改变命运”的影响，成为
狂热的彩民。

从彩票的设计来看，它
就是一个数字游戏，通过数
学公式测算设定好中奖概
率，大奖的概率都只有百万
分之一，甚或千万分之一。可
想而知，在概率极低、偶然性
极大的情况下，想通过各种
预测手段来博中大奖，基本
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所有号称有内幕消息、中

奖密码、押注规律的，都是骗
人入彀的把戏，否则自己早
就闷声买彩发大财了，又何
必泄露天机予外人。

都说小赌怡情，大赌伤
身，买彩票博大奖就类似于
赌博行为，皆为一个美丽的
梦幻，却忽视了政府开放彩
票的主要目的是借鸡生蛋，
募集社会资金做慈善，彩票
富豪只是个伴生品罢了。因
此，对于普通人来讲，最好
保持平和心态买彩，不要太
在意是否能中大奖，中了也
只是运气，不中就权当做慈
善，切不可沉迷其中，变成
一个狂热彩民了。

从北京师范大学的调
查数据来看，全国约有700

万“问题彩民”，在人口比例
中占比虽然不大，可绝对数
却不容忽视。“问题彩民”执
迷于一夜暴富，既源于自身
心理因素，也跟现实社会对
金钱的态度有关系。因此，
除了采取心理治疗的手段
外，还应该重塑社会价值
观，改变金钱至上的意识，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
平合理的社会秩序，让普通
人也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拥
有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而
不是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极
其渺茫的彩票大奖上。

“问题彩民”的病灶是“金钱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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