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钱“摆平”不等于解决问题

湖南湘潭县妇幼保健院一产
妇死亡事件经媒体报道引发持续
关注。据报道，在事故责任没有明
确的情况下，当事双方已经围绕赔
偿的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家属索
赔120万，院方表示不能接受，只愿
承担80%的责任，赔偿53 . 6万。

患者就医死亡，是谁也不愿看
到的事实。出了事，就要依法依规
处理。医院救治过程中有没有责
任，责任占多大比例，都应该有明
确的说法。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

种医疗事故责任的调查、认定其实
不是什么难事。当事双方之所以在
责任认定没有出来之前，就匆匆谈
论赔偿问题，或许也是源于目前医
患关系的紧张，患者不相信医院给
出的解释，医院在聚光灯下也抱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这种不谈责任先谈赔偿的做

法，容易让人想起“钱能摆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不仅无助于缓解目前
紧张的医患关系，从长远来看，也会
伤害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像
发生车祸以后必须先厘清责任再谈
赔偿一样，发生医疗事故后，首先要
做的应该是弄清事实，判定责任，接
下来才是谈赔偿问题。出了事避开
责任不谈，先把钱摆到桌面上，把规

则和程序放在何处呢？
撇开责任认定谈赔偿的情况不

只发生在医疗领域，甚至成了一种
惯用的手段。比如近日闹得沸沸扬
扬的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强拆事
件，经媒体报道后，双方很快就达成
了拆迁补偿协议，被拆迁者甚至主
动道歉。可到底“谁对不起谁”，关心
此事的公众却仍是一头雾水。“靠钱
摆平”的做法，看似简单省事，其实
起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作用，无助
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在“小闹小解
决，大闹大解决”的逻辑之下，遇到
类似事件就会有效仿者，“医闹”、

“钉子户”等屡屡出现就是明证。
对于主张权利的个体或弱势

一方来说，为了能尽快结束“伤

痛”，有早日得到补偿的想法无可
厚非，但是作为掌握公共资源和公
权力的一方，尤其是政府相关部
门，不能为了息事宁人，花钱买平
安，必须给出一个责任明确的说
法，也给关心此事的社会公众一个
完整的交代。

当前，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
在一些领域发生纠纷和争议并不
可怕，关键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能否体现程序正义。任何组织或个
人，跳开法律法规，避开应有的程
序，用非正常的途径去“平事”，可
能会有暂时的“收获”。但是从长远
来看，金钱能换来的只是当事双方
暂时的、表面上的和解，无助于树
立规则、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发生纠纷和争议并不可怕，关键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否体现程序正义。从长远来看，金钱

能换来的只是当事双方暂时的、表面上的和解，无助于树立规则、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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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薛家明

很多官员的“墨宝”，如果单
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恐怕一文不
值，只是披上了权力的“外套”，才
变得“一字难求”。舆论对删除这
样的“墨宝”有“情绪”，并非是出
于对贪官的同情，或是出于对艺
术的惋惜，而是对部分单位“人走
茶凉”的功利主义心态表达不屑
之情。

然而，墨宝可以铲除，可向权
力献媚的心态能删去么？恐怕没
那么容易。现如今，各大学校的校
史馆，各种“校友”题字题词琳琅

满目。虽不能以偏概全，但相关院
校、单位的“题字库”的爆棚很能
说明问题。据报道，北京某画院常
组织离退休官员书画爱好者赴各
地采风、题刻、出书，几年下来所
获颇丰。究其原因，该院长解释道

“地方上要虚名要贴金，老干部们
乐得游山玩水还有‘站台费’可
拿，各取所需而已。”

对官员而言，落马官员“墨
宝”被铲，其实是个清醒剂。防止
重蹈覆辙，并非是简单的不题字、
不留言，而是要慎用权力、敬畏权
力、用好权力，如此一来，不留“墨
宝”也能“流芳”。

□许辉

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落马官员
“墨宝”都被铲除了，石头上会不
会又刻出新的官员“墨宝”呢？要
彻底铲除官员“墨宝”，还得靠制
度说话，从源头上把住官员题词
关。

事实上，规范领导干部题词
已经成为作风建设的一部分。中
央八项规定明确要求：除中央统
一安排外，个人不题词、题字。这
为规范官员“墨宝”提供了制度支
撑。

去年3月29日，甘肃省委办公
厅就出台了《关于严格规范省级
领导同志题词题字作序等事项的

通知》，既明确了领导同志原则上
不题字、地方和单位不得自行邀
请省级领导同志题字，又要求各
单位对经省委同意的省级领导同
志题词、题字要严格管理，专题专
用。这一规定操作性强，为从源头
上管住官员“墨宝”提供了很好的
模板。美中不足的是，该规定对违
规处罚仅有“严肃追究有关人员
的责任”这一句，震慑性不够。

“在任忙题字，落马铲字忙”
式尴尬得靠制度来补位，严格履
行官员题字审批程序，严格限定
官员题字使用范围，严格处罚违
规题字和违规使用领导题字的行
为。唯有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杜绝

“折腾石头式”闹剧。

慎用权力，没“墨宝”也“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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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的定价依据的是市场
化原则，购房者和开发商共同承
担市场变化所带来的利益和风
险；而保障房则是政府提供的一
项兜底福利，入住者不能指望从
中产生利益，也不必考虑市场风
险，开发商的盈利也被控制在很
低程度。而当政府以大手笔回购
商品房的时候，这两个不同领域
的界限也就被搅乱了。

我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乱象
纷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
其中介入过深。长期推行的“土地
财政”使政府在市场中产生了自己
的利益需求，因此眼看着市场拐点
形成之后开发商的利益损失，地方
政府也坐不住了。回购商品房用作
保障房，不过是打着为低收入者解
决住房困难这个冠冕堂皇的招牌，

动用政府财政资金为开发商排忧
解难的一种手段罢了。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开发
商将再度无视市场需求而拿地造
楼，最后将包袱甩给地方政府。而
政府权力在市场上的滥用，还很
容易产生政府官员的寻租空间。
在商品房销售困难的情况下，开
发商面对的是来自政府“团购”这
样一个“大客户”，而这个手握巨
额财政资金的“大客户”并不是为
自己购房，因此在回购商品房时，
其实有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新
生的腐败行为很容易在这个新出
现的寻租空间中产生出来。（摘自

《中国青年报》，作者周俊生）

比如某些经济案件，地方领
导就可能召集司法人员开协调
会，讲GDP、投资环境等等。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马长山认
为，现在地方党政机关干预司法
的情况依然严重，干预隐蔽化的
趋势不容忽视。这种暗示之所以
能起作用，很大的原因是司法干
部管理不能独立，司法系统与地
方行政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限购调整只是解决了小部分
人的购房资格问题，没有解决更
多人的购房能力问题。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副会
长朱中一表示，当前很多地方政府
放松限购的举动，是为了短期内消
化存量。发展房地产业的根本目的
是住有所居，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
量，而不是拉动GDP数字。

没有多少美国人哭着喊着要
去华盛顿，原因是生活成本、就业
机会、文化背景不同。

在财经专栏作家叶檀看来，
人口在城市的合理分配，需要市
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多的政府
干预造成了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不
平等，形成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
高低之分，这会影响人们的自主
选择。

不必要的职业许可和认证助
长了“专业人士”腐败化。

媒体人刘波认为，由于职业
许可闸门的存在影响了人员的自
由流入，专业人产生更强烈地利
用其“奇货可居”的职业地位谋取
私利的冲动。政府权力缩小和受
限后，利用许可、认证缝隙的各种
寻租活动也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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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反垄断要除“特殊待遇”

葛媒体视点

２０１４年，河南省遭遇“夏旱”。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河南平顶山市并未按
照国家防总的实施方案，借用湖北清泉沟临时提水泵站进行抗旱，效果也
未达标。湖北方面称，河南不愿花钱；河南方面则称，对方提的条件过高，还
有调水成本、距离的综合考虑。 漫画/张建辉

综合考虑

这几年，我国在反垄断上频
频重拳出击，但反垄断仍任重道
远。当前垄断行为不仅广泛存在
于银行、电信、石油、铁路运输等
垄断性行业，而且已渗透到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大公司凭
借在资金、技术、渠道、产品等方
面的优势，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然
后再利用这种支配地位从事不当
竞争，在各行各业广泛存在。

反垄断法被喻为“经济宪
法”，以往经验和人力不足，我国
较少运用这一法律手段。“一阵
风”的执法风暴只能应付一时，风
声一过，一切照旧。只有将反垄断
常态化，才能警钟长鸣、真正形成
威慑，给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
各类企业应习惯这种变化。作为
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欧美国家早
已建立了常态化的反垄断执法工
作机制。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去

年一年就发起了90余项反垄断调
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眼下有一项工作必须抓好，
那就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
规则。市场体系是依照一定规则
运行的，规则不同，运行的方式和
效率也会大相径庭。一些垄断行
为之所以长期存在，与一些有碍
公平的“潜规则”、“老做法”脱不
了干系。比如一些地方为了“留
住”大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经常
给予“特殊待遇”，对其明目张胆
地操纵价格或垄断市场的行为视
而不见。只有清理和废除妨碍公
平竞争的各种做法，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上说了算，使不同“出身”、
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平起平
坐”，才能彻底铲除垄断滋生的土
壤，使垄断成为内外资企业都不
敢触碰的“高压线”。（摘自《经济
日报》，作者马志刚）

回购商品房，有形之手伸太长

处理“大老虎”留下的“墨宝”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最近，中国石油大
学先是刻意用火箭模型遮挡住了落马“著名校友”的题词署名，后又将
学校新闻网上与其有关的报道悉数删除。（8月14日《北京青年报》）

规范“墨宝”，用制度防折腾

葛一语中的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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