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彻查“大师”不能只盯非法行医

近日来，江西萍乡“气功大师”王
林的底细不断被曝光。29日，江西芦
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龙军表示，针
对王林涉嫌非法行医情况已成立专
项调查组进行彻查。

王林之所以成为“萍乡首富”，成
为演艺界、政商界的“香饽饽”，靠的
可不仅仅是“治病”之术。现在当地对
其涉嫌非法行医一事展开调查，只是
抓住了一点，显然还远远不够。王林
经营多年，对其进行处理肯定会影响
到一些人的脸面和利益，要是因此避

重就轻、不动真格，只会让公众感到
失望。

王林的发迹史，混杂着江湖骗
术、人脉、交易等多种元素。除非法行
医外，王林还有其他行为涉嫌违法。
例如，有记者调查发现，王林曾借给
一企业家约一亿元，利息最多时一天
就达300万；王林的徒弟邹勇说，他光
拜师费就花了740万，可王林只给了
一个蒲垫、板凳以及价值11元的“秘
笈”；王林自己说，他曾经帮宜丰一个
黄姓企业家买地，领导批准后，他帮
企业家送了50斤黄金。上述行为已经
涉嫌诈骗及介绍贿赂，有必要进行调
查。

当下，芦溪县表示已对王林涉嫌
非法行医展开调查，但许多人担心，

这一调查只是息事宁人之举。担心并
非没有道理。王林经营多年，形成了
巨大的人脉网。一些名人富商乃至官
员对其趋之若鹜，很重要一点，就是看
中了他身边的“权贵场”，看中了王林作
为掮客的能力。彻查王林，不仅会伤到
一些官员、名人的面子，还很可能会翻
出一些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的事，这可
能是一些人最不愿看到的。

除了担心有人给调查施加压力，
公众还发现，其实芦溪官方本身就和
王林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王林
发达的这些年里，他似乎已经成为当
地的一种资源。例如，王林常常说自
己支持政府，芦溪县财政局原局长也
透露，王林借给县财政几千万，“用来
修路修河，利息比银行的要低”。23日

芦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龙军曾对县
长姚虎到王林家里陪同王林以及马
云一事做出回应，他说据他所知，“现
任县领导都和王林没有接触。这届政
府也没有向王林借钱”。这话说得很
耐人寻味，现任领导没有接触，这届
政府没借钱，那以前呢？

王大师的骗术漏洞百出，其种种
违法敛财之举，要彻查也不难。现在
的问题是，能取得“气功大师、萍乡首
富”这样的成绩，并非只是他一人在
战斗。到了“拔起萝卜带起泥”的时
候，难免有人心存顾虑，想把调查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有这样想法
的人可得注意，王林事件因其巨大的
荒诞性已成舆论热点，众目睽睽之
下，可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王林靠的可不仅仅是“治病”之术，调查只是抓住了一点，显然还不够。王林经营多年，对其进行

处理肯定会影响到一些人的脸面和利益，要是因此避重就轻、不动真格，只会让公众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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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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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审计署网站发布一则公告称，“近日，根据国务院要
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此前审计
署已先后两次组织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

摸清“家底”

才能化解风险

对于地方债务风险的问题统计
口径不一样，央行有自己的数据，银
监会有自己的数据，审计署也有自
己的数据。如果各执一词，很难出台
科学的举措。最近一系列地方政府
接近破产的消息已经敲响了警钟，
这是审计署到全国各地去全面进行
审计的最重要原因。

从表面上来看，每一个地方政
府的预决算报告都是收支平衡，它
通过地方的投融资平台等，直接转
嫁到公共设施的建设投资上。未来
一旦出现破产的情况，这些投融资平
台会出现重组，很多通过信托借给投
融资平台钱的人会受到严重的损失。
民间的借贷市场会出现波动，地方的
稳定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要消化现在债务，地方首先要
解决地方平台债的问题，在摸清风险
的情况下，把那些好的资产先保护下
来，再把这些平台逐渐转移到真正市
场化的人手里。(据《央广财经评
论》，作者叶檀)

审计政府性债务

有“免疫”作用

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包袱日益
沉重，债务风险日趋加大，给地方经
费的持续发展带来潜在的隐患。某
些地市经济基础薄弱，公共产品水
平低下，长期以来不断投入发展，可
产出效益不明显，这是形成政府性
债务的根本原因。

另外，由于这些债务发生年代
久远，其间单位领导及财务人员更
迭频繁，原欠债单位有的破产或改
制，有的债务人已死亡或离开本地

无法联系，债权人模糊不清，合同约
定的使用及还款计划也不清楚，使
债务清理核实起来很艰难。

通过进一步摸清地方政府性债
务规模、结构、资金投向、管理现状
等情况，可以为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充分发挥审计在保障经济社会健康
运行方面的“免疫系统”作用。(摘自

《时代经贸》杂志，作者杨华)

债务审计也是

地方政府改革良机

在经济下行阶段，地方政府债
务有可能成为经济风险的重要来源
之一。从我国转型与改革的特定背
景看，审计地方债务不能仅演变成
一场审计风暴，而要成为深化体制
改革，尤其是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
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以经济总量、财
政收入为“铁帽子”的地方政府，带
来的风险恐怕要远超过其可能隐藏
的风险。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的就
是转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抑制其
增长冲动，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

这次对地方性政府债务的审
计，应当说是推进地方政府改革的
一次很好机会。在审计中既实现防
范经济风险，又推进政府改革，理应
成为本次审计的两个基本目标。(摘
自《新京报》，作者匡贤明)

□佘宗明

近日有媒体曝光，在被调查的16

种PVC保鲜膜样品中，有15种检出禁
用增塑剂DEHA，可致女性早熟、男
性不育。(7月29日《新快报》)

有毒保鲜膜，寄生在行业性的秩
序溃散上，但不能仅着眼于“行业失
序”，还应指向钝化的监管。公众终究
非专业人士，鉴别保鲜膜安全与否的
责任主体，应是监管者。遗憾的是，尽
管早在2005年，国家质检总局就特别
强调：禁止企业用塑化剂DEHA生产

食品用保鲜膜，可它形同虚设，8年过
去了，有毒保鲜膜竟愈演愈烈。

眼下，PVC保鲜膜上标示的执行
标准各异，找不到对应的国家标准。
某种程度上，这也为监管“鞭长莫及”
埋下伏笔。在有毒保鲜膜随处可见的
情境下，监管的缺位也难辞其咎。

而今，“媒体曝光”掀起了“保鲜
膜黑幕”的盖头。对应的专项整治，也
有望展开。但迟滞的监管，终究难逃
惯性质疑：这次，监管为何又跑在了
媒体后头？“补窟窿”式监管，终究太
过被动。

□张绪才

眼下一些政府机关不惜花费大
量资金，在单位门前或别的地方搞些

“狮子”、“奇石”作为“装饰物”，寓意
“得风水”、“祛灾祸”、“促时来运转”。
(7月29日《瞭望》)

“风水”如此风生水起，着实耐人
寻味，最根本问题是某些官员的信仰
失守。心中的“正气”不足，邪气就占

据了上风，也就迷信了起来。
“狮子”成群等是官员党性原则

强不强、廉洁程度高不高的一面“反
射镜”。党性原则立场失守，贪图个人
私利且“心中有鬼”的官员，才会寄希
望于风水为自己祛灾祸。

对党员干部来说，多走“群众路
线”，心里挂着百姓的冷暖，权为民所
用，利为民所谋，这才是最能“祛灾
祸”、“促时来运转”的“风水”。

□刘义杰

深圳市拟出台新规，具有中级技
术职务的医师无须原单位同意，便可
在深圳其他医疗机构执业。(7月29日

《央广新闻》)

多点执业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既可以提高医生的待遇和福利，也可
以缓解人才危机，解决一些基层医院
缺乏高水平医师的问题。

事实上，医生“走穴”的现象导致

了很多问题。有些医生将公立医院的
病人拉到医疗设备不足的兼职医院；
走穴医生责任心不强导致医疗事故，
病患面临着无人负责的情况等等。

多点执业涉及面十分广，医疗质
量谁来保证？医疗责任谁来承担？公
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是否伤害社会
公平？这些都需要明确规定。多点执
业涉及的部门很多，如果不从根本的
行医体制上尝试改变的话，多点执业
只能异化为“圈钱走穴”。

葛公民论坛

保鲜膜“不保险”源于监管钝化

谨防多点执业变为“圈钱走穴”

官员“心里有鬼”才会迷信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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