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公益热线
随时为您服务

气象热线：96706 律师服务：96706148
公告挂失：96706 票务热线：96706369

全省市
话收费[ ]

为行刺医生叫好是可怕的“社会病”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因为对医生的诊断方
案不满，未满18岁的患者竟然
怀揣尖刀，冲到其他诊室对无
辜的医护人员行凶，造成一死
三伤。23日，在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了这
样一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这并非一起典型的医
患纠纷事件，当事人之间并
不存在任何过节纠葛，只是
纯粹的暴力伤害案件，但令
人意外的是，不少人竟然对
这种暴力手段采取了纵容
支持的态度。事发后，网上
就此事进行了民意调查，参

与的6161人中，竟有4018人
表示“高兴”。这种严重扭曲
的是非观，更令人叹息。

也许，部分人是在不明
真相的前提下轻易做出了
失当的判断。他们不清楚事
情的原委，误以为这是医患
矛盾引发的血案。但需要指
出的是，即便存在医患矛
盾，也应该通过正常途径解
决。无论如何，暴力都不能
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这是
文明社会不容违背的准则。

但为何很多人在面对
此事时，出现了集体性的理
性缺位？这有多方面、深层
次的原因。当下，我国的医

疗制度还存在各种各样的
问题，虽然医改的幅度不断
加大，但“看病难、看病贵”
的现状尚未得到根本性的
解决。民众对现行医疗制度
的不满情绪累积起来，在这
起血案中找到了一个不正
当的宣泄口。“灰色情绪”集
中爆发，淹没了部分人的理
性，也让失去了生命的医生
成为“公愤”的牺牲品，扮演
了“替罪羊”的角色。

这种混淆是非幸灾乐
祸的思维方式，无疑会加剧
医患双方的情感对立。这不
仅继续伤害医疗行业的公
信力，更将医护职业的吸引

力置于深重的危机当中。这
起血案发生之后，一些医务
人员感同身受地表达了自
身的不安全感，更有人发出
了“珍爱生命，请勿学医！要
有尊严，请勿学医！”的呼
声。假如这种焦虑感被持续
发酵，有志于悬壶济世的人
会越来越少，或许有一天我
们将陷入良医难觅的困境。

事发之后，黑龙江省卫
生厅做出反应，要求“医疗
机构安装警铃、摄像头、监
控器、门禁系统；加强配备
安保人员；兼顾患者就医方
便和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引
导医务人员树立人身安全

意识”。医生们的正常工作，
不得不在保安的监护之下
进行，确实让人觉得难以接
受，但这种亡羊补牢的办
法，实在是情非得已。

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显然不是升级戒备，而是加
强沟通。一方面主管部门应当
将医改推向深化，解决民众的
难题，缓解公众对于医疗制
度、医疗机构的不信任感；另
一方面，公众也应该端正心
态，理性地看待医疗行业存在
的问题。医生可以治疗患者身
体上的疾病，但要想治愈那
种纵容暴力的“社会病”，必
须依赖全社会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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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王封

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短短
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本是为
民除害、保护民众生命安全
的枣庄打狼事件却深陷外
界质疑的泥淖不能自拔。

当初击毙凶悍的野狼
后，有不少人站在保护野生
动物的立场上批评说警方不
该直接击毙狼，最好用麻醉枪
把它麻醉了再捉活的；而警方
此后捕获的一只“母狼”却被
一名网友说是自家养的哈

士奇宠物犬，顿时，“指狗为
狼”、“打狼抓狗”等嘲讽之
语不绝于耳。由于遭受严重
质疑，据说这只“狼”不得不
接受DNA鉴定验明正身。

道理是越辩越明的。不
可否认，这些批评质疑的声
音很可贵，有助于提高我们
对野生动物的认识，也有助
于当地村民了解狼到底是
什么样子、该如何防范。说
实在的，很多人对狼的认识
并不完备，有关狼的一些知
识也很匮乏，即便是专家也
有看走眼的时候，更何况是

普通群众和民警了。面对袭
扰民众的狼或狗，普通群众
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只能猜
测它可能是狼。这也是为什
么枣庄打狼事件发生至今，

“疑似狼”这样的字眼仍然
频频见诸报端的原因。

因此，即便那只被抓获
的“母狼”果真是一条哈士
奇宠物犬，我们也不能真的
就把这事儿当成天大的笑
话看。毕竟，真正见过野狼
的人并不多，养过哈士奇宠
物犬的也在少数，而二者之
间因为颇有几分形似与神

似，迷惑了参与围捕的民警
和群众是很正常的。

狼患不除，百姓难安。
当地警方不放过任何一个
线索，不放过任何一只“疑
似狼”，正是保护公众安全
的需要。不能因为出现“指
狗为狼”、“打狼抓狗”的错
误就觉得全都办砸了。从某
种层面上看，“打狼不成，抓
了条狗”并不可笑，如果听
到群众喊“狼来了”，民众生
命受到威胁了，有关部门仍
然不闻不问、不管不顾，那
才是让人笑话的事情。

百姓的事情无小事。枣
庄打狼事件被外界广泛关
注，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据新
华社记者报道，当地有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积极为群众解决
狼患问题，社会关注度大了

“让他们非常被动”。这种感
受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认
为自己丢了面子。这种感受
可以理解，更不能为了面子
不顾事实，迟迟不回答公众
的疑问。好心有可能办错事，
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办
了错事就动摇自己保群众
平安的初衷。

目前中国缺乏公共政
策的辩论环境，不同政策间
缺乏竞争，没有选优劣汰的
机制，因此常常出现最差的
建议反而被采纳的情况。

——— 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陶然说。

政府应该大量地盖廉
租房，千万不能盖车库，应
该让租户一有钱就搬出去。

——— 北京大学教授海
闻说。

医疗改革一方面要鼓
励社会资本发展民营医院，
另一方面应把大量的公立
医院改制成民营医院。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
室主任、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朱恒鹏说。

从长期研究来看，移民
对一个城市建立认同感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两代
人才能建立起城市的认同
感。

——— 复旦大学人口研
究所副所长任远说。

现在一些中小学生对
着手机、电脑和虚拟世界的
朋友聊得不亦乐乎，却不愿
意和邻居一起玩，这样对于
成长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 吉林省社科院社
会学研究所所长付诚说。

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
的“顶梁柱”，这是农村娃

“硬气”的地方，可是他们在
心理上是缺失的，尤其是父
母的爱。心理健康是素质教
育的既有内容，而农村娃的

“缺爱”，已经不是单靠老师
和学校就能做好的。

——— 浙江青田县教师
任泓旭说。

高等教育的机会，上大
学的机会比过去要多得多，
但是进入到重点大学的比
例，现在看来成分有比较大
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重点
大学的学生里面，相当多的
是来自社会的上层家庭，那
么这就带来了社会不公的
问题。

——— 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系教授劳凯声说。

对“狼来了”不闻不问才让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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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短信可休也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3月27

日《工信部出手整顿群发短
信》的报道，不禁拍手称快。
手机在给人们带来通讯便捷
的同时，垃圾短信的骚扰的
确令人无可奈何，相信每一
位手机用户都会感同身受。

“每条2分钱每秒可发200条”
“保证98%以上的用户到达
率”显示的低成本和高效率，
使商家特别是不法商家看到
了广告效应，为垃圾短信公
司提供了市场，赚得了利润。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
对隐私权的保护意识日渐增
强，在年龄和收入都不想让
别人知道的今天，结婚生子、
购房购车、存款理财等个人
信息让商家了如指掌是多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事情却
真实地发生了，自己像个透
明人一样呈现在商家面前，
谁都不会舒服。据媒体报道，
这里有个庞大的利益链存在
着，手机用户的信息被作为
资源出卖了。广告语说“我的
地盘我做主”，明明是我的手
机，只要处于开机状态，垃圾
短信就如不速之客，不请自
来，挡都挡不住，小广告骚扰
你没商量，更有诈骗短信让
人吃亏上当无处维权。工信

部作为国家职能部门，展开
电信全行业群发短信业务清
理整顿专项行动，可谓民心
所向，但愿能给垃圾短信公
司以毁灭性打击，为广大手机
用户解除困扰。同时也要加大
对手机用户信息等隐私权的
保护，让大家有安全感。

读者：张军

“职业彩民”的苦和累

编辑：
你好！
读了《齐鲁晚报》3月27

日的评论《“问题彩民”的病
灶是“金钱改变命运”》，让我
感触很深，有些话不吐不快。

众所周知，大凡喜欢买
彩票者，都怀有一个一夜暴
富的美梦。梦想着中了大奖
以后的种种打算，关于生活，
关于工作……可是，彩票的
中奖概率尤其是中大奖的概
率实在太低了，到头来梦想
成真者往往凤毛麟角，而绝
大多数彩民只能延续梦想，
等待希望。我的一位朋友，从
2000年就迷上了彩票，坚持
数载不罢休。这些年来，福
彩、体彩，即开型、数字型，都
是他“投资”的品种，甚至对
足球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他，
有一段时间居然还投注足球
彩票。十多年的“职业彩民”
生活，带给他的不是中大奖
的惊喜，而是一次次的失望

和落寞，只是偶尔中的一些
小奖让他聊以自慰。“职业彩
民”让他活得很苦很累，夫妻
关系不和，生活质量上不去，
至今一家三口还挤住在一套
50平米的单位房改房里。他
也不知道自己如此执著会是
什么结果。我们哀其不幸，我
们更怒其不争。玩彩到了这
种程度，真是不可救药了。其
实，看看我们的周围，这样的

“职业彩民”不是个例，他们
活在一个虚幻的意境里，看
着高高在上的桃子总也吃不
到，即便如此仍不肯放弃美
好的念想。不知不觉间，他们
的人生被彩票“绑架”了，可
悲可叹！

读者：耿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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