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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嘀嘀”和“快的”等打车软件流行，不过部分司机向记者抱怨，一
些乘客叫了车却“放鸽子”，让他们白跑一趟。有律师表示，乘客“放鸽子”属
违约行为，但由于造成损害小，司机往往不会计较。这样不诚信的小事多
了，社会大诚信就很难建立起来。(2月10日新华社) 漫画/勾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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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盛兰的“友善”让人感动

“我有一碗饭，别的没有，我也
给他半碗。”这是2013年“感动中国”
人物、烟台招远孤寡老人刘盛兰的
朴素想法。这位老人拾荒助学近20

年，这期间，他几乎未尝肉味，没添
过一件新衣，“吝啬”得连一个馒头
都舍不得买，却用一分一毛省下的
钱资助了100多个孩子。

一个农村老汉，不给自己留
点养老钱，却不吃不喝拾荒助学；
本身是需要救助的对象，却倾其所
有播撒爱心。刘盛兰老人的选择，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不过，这种忘
我、善良，正是他让人钦佩之处。

所谓“仁者爱人”，从老人的举
动中，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慈爱之
心、友善之心。“自己很困难的时
候，就希望有人能帮帮忙，所以看
到别人有困难就想尽力帮帮他
们。”在他眼里，人和人之间的状态
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
帮助、和睦友好的，因此，自己帮助
他人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而是
一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行为。

在当今时代，这种与人为善的
理念格外让人感动。这些年来，经
济社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不少
人感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不复
往昔，争抢斗狠、互相算计的多了，

互帮互助、和气和睦的却少了。一
方面，伴随社会转型加快，竞争压
力增加，价值观更为多元，人与人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被放大；另一
方面，利己主义在许多领域蔓延，
许多人仅仅强调自我利益的最大
化，因此出现了种种只顾自己不顾
他人，甚至损人利己的行为，加重
了人际关系的疏离。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冷漠无情
或是剑拔弩张的氛围之中。这些年
来，有许多像刘盛兰一样慈爱善良
的普通人不断涌现，极大地改善了
社会风气，但一些负面事件也消
磨着公众的温情。无论是小女孩
遭车碾轧但却无人伸手相助，还
是车辆出事故后众人一拥而上哄

抢物品，这类冷漠甚至是落井下
石的举动，极大地伤害了世道人
心，无形中也加深了人与人的隔
阂。

正因为温暖、充满善意，刘盛
兰老人的举动才会感动这么多人。
可以说，善举引发如此大的共鸣，
既是因为崇高的道德具有巨大的
感召力，也是因为公众内心对人与
人和谐相处怀有强烈的期盼。这正
是“友善”价值观的力量所在。在这
方面，刘盛兰老人堪称榜样，我们
应当从老人的行动中汲取营养，在
与他人的交往中培育友善的道德
意识，学会宽容、关爱，在传播善意
的同时收获温情，同时也促进社会
和谐的实现。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城乡养老并轨

释放积极信号

现在的城乡养老并轨虽非直接
针对双轨制，但打破了城乡二元结
构，根本上就是在改变以户籍、单位
为落点的社保设计思路。这一社保

“意识形态”的变革，无疑使得深层
次改革更为可期。

就统筹方式而言，养老保障是
“双轨”；若就待遇水平而言，养老保
险其实是“多轨”。这当中，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金要高于“职保”，而“职保”
又要高于“城居保”和“新农保”。后两
者顺利合并，固然源自其统筹方式的
一致和保障水平的相近，但也为“多
轨”统一的渐进改革开了一个头。

一旦将城乡并轨看作改革的开
头，那么养老制度的历史包袱将成

为无法悬搁的问题。比如，配合20世
纪 9 0年代国企改革而产生的“职
保”，未来将往哪里去，是否也要纳
入合并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事业单位养老金何去何从，是否
也要伴随着事业单位改革发生质
变？至少从原则上看，城乡养老并轨
都会使社保设计的讨论深入到双轨
制问题上来。

渐进式改革总是从浅水处泅
入，但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去年7月
央行放开贷款利率管制，虽未涉及
利率市场化的最核心问题，但仍被
论者视作金融改革的曙光。同样，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制度的建立，也是
从最便宜处入手，是改革小步行进
的展现。不妨把城乡养老并轨看作
打破双轨制这一整体性改革的子命
题，棋看后招。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刘白)

葛媒体视点

□郝迪婧

中央先后出台多个有关楼堂
馆所的禁令后，各地不断传来限
建清房“好声音”，但目前多数地
方公布的内容只涉及单位总人数
和清退总面积，清退出来的房子
作何用途未作进一步说明。(2月
10日《光明日报》）

一些机关单位只是将“超标
房”摘掉牌子锁了起来，或者将其
改头换面挂上“会议室”、“资料
室”、“活动室”、“储藏室”之类的
牌子。这些做法虽然不违规，但闲
置本身就是一种浪费。同时，正是
因为这些超标的房子还归原单位
所有，恐怕会给一些领导干部留
有“念想”，暂时性搬至下属办公

室，幻想有一天“风头”过了，能够
再“杀回来”。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细化相
关的“禁令”，对清理出来的超标
办公房的用途作出具体规定。比
方说，可以将超标用房调剂给办
公面积不足的下级单位，剩余部
分则应公开拍卖或竞标出租给一
些商业机构，供其作为写字间使
用，收入所得要全额上缴财政。也
可以将这些超标办公用房分配给
一些符合条件的公益组织，或者
优惠出租给大学生创业者、私人
图书馆、书店经营者等。

一言以蔽之，超标办公房不
仅要“清出来”、“腾出来”，更要

“退出来”、“用起来”、“物尽其
用”。

□张枫逸

郑州一个2岁多的孩子晚上
出红疹，家长跑了多家药店都关
了门，最后在一家医院，一位女医
生问明情况后，开了4片扑尔敏，
药价4分钱！这份处方在网络上受
到热捧。(2月10日《大河报》)

客观地说，每个人病情不同，
单看处方价格并不具有可比性。
开出4分钱处方的医生也坦言，

“如此低价只是个例。”因此，单纯
热捧4分钱处方没有意义，反而容
易对医生构成道德绑架，使其在
给患者看病时束手束脚，更多纠
结于药价而非药效。

不过，4分钱属于个例，但其
背后的“小处方”精神应该得到复
制。一是开药只选对的，不选贵
的；二是化整为零，开具“小纸包

药”。有些医生为了多赚钱，喜欢
成盒成瓶地开药，或是只开进口
高价药，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不说，无形中加剧医患关系的恶
化。

复制“小处方”精神，更有赖
于制度的保障。一方面，医院应加
强信息公开，公布常见疾病的指
导用药和参考费用，让患者做到
心中有数。同时，对医生处方严格
审核，凡缺乏充分理由开具名贵
药物者给予处罚，取消处方权。此
外，完善药房管理服务，设计统一
规范的分装袋，标注药物名称、服
用剂量、有效期等相关信息，消除
医生对开具“小纸包药”安全性的
后顾之忧。

超标办公房应物尽其用

4分钱“小处方”无需过度解释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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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温暖、充满善意，也是因为公众内心对人与人和谐相处怀有强烈的期盼，刘盛兰老人的

举动才会感动这么多人。这正是“友善”价值观的力量所在。

把“锯腿自救”“刻章救妻”锁入历史

国务院医改办近日下发《关于
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
的通知》，明确要求尚未开展试点
的省份，要在2014年6月底前启动试
点工作。无法承受巨额费用而“锯
腿自救”“刻章救妻”的极端事件，
有望自此从现实中消失，被锁入历
史。

因大病而产生的巨额医药费
用，曾是许多普通家庭“不能承受
之重”。河北清苑县东臧村村民郑
艳良在下肢动脉血栓、不断溃烂却
无钱医治之时，忍痛用钢锯锯掉了

自己的右腿。为救患尿毒症的妻
子，北京下岗人员廖丹曾选择铤而
走险、违法“刻章救妻”。一件件令
人唏嘘的案例，凸显了推进大病保
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医疗
保障水平正在逐步提升，并已编织
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医保网。但对特
别容易产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
出”的重大疾病，其保障水平、保障
实效仍有待提升。让治疗重大疾病
的花费不再成为百姓的后顾之忧，
才能不再给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
加霜。

推进大病保险工作，应当做到
“蹄疾而步稳”。所谓“蹄疾”，是指
应当正视百姓期待，多部门联动，

综合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加速推动
试点工作。各地也应严格贯彻落实
通知要求，加快建立健全由医改办
牵头，财政、民政、卫生计生、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参与的协
调推进工作机制，形成部门合力。
已经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
的省份，更应及时研究解决试点中
存在的问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探索扩大实施范围。

“步稳”同样不可或缺。面对错
综复杂的矛盾与问题，各地在推进
试点工作中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提出的措施应注重结合地域实际、
体现百姓期许，并更加具有可行
性。试点过程中，创新的“胆子”要
大，落实的“步子”也要更稳。步步

有实招、招招见实效，才能更好地
推进试点工作。

实现“蹄疾而步稳”，也应着力
破解各类操作性难题。比如，一些
重大、特殊病情在乡镇医院看不
了，只能到医疗资源更丰富的地区
医治，异地医保结算就成为必须迈
过的“一道坎”。为参保人员提供

“一站式”即时结算、异地结算等服
务，才能确保群众方便、及时得到
大病保险补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大病保险，既是民生实事也是
民心工程，“蹄疾而步稳”，方能深
孚民望、稳中求进。

（梁建强 周畅）

葛新华时评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