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则“医院变成暖
心‘旅社’”的视频在网上热
传。为了给患者家属提供住
宿场所，武汉亚洲心脏病医
院已连续第九年每晚开放医
院大厅，供患者家属打地铺，
高峰时段有近200名家属在医
院过夜。据医院工作人员介
绍，每天傍晚之后，保洁人员
会进行清扫和消毒，随后对
住宿家属进行登记。尽管增
加了运营成本，但医院认为
此 举 可 以 让 患 者 及 家 属 受
益。

据医院介绍，很多病人
来自农村地区，治疗费用已
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
不 少 心 脏 病 患 者 做 手 术 前
后，都需要住院一周甚至两
周的时间，由此产生的住宿
费用对于很多患者家属来讲
也是一项难以承担的支出。医

院隔壁有一家银行，过去很多
患者为了门缝里的一丝冷气，
就在银行门口打地铺睡觉。换
而言之，如果不开放医院大
厅，这些患者家属要么花钱去
旅社，要么不知睡到哪儿去。
视频在网上传开后，不少人留
言为医院服务点赞，认为这是
一个“暖心”之举。

现实中，大多数医院都不
会管这些“闲事”，根本就不问
患者家属睡在哪里，一般医院
只提供一张陪护床，当然是付
费的。有些医院连一张陪床都
不提供。患者家属想要舒服，
那就去宾馆；舍不得花钱，那
就活遭罪。

相对于其他医院，武汉这
家医院确实可以称得上“暖
心”。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
不能以为打地铺睡觉舒服。硬
邦邦的地面，只是铺了压扁了

的纸壳箱，可以试试什么感
觉。如果有可能，患者家属们
也想睡得舒服一点。不排除未
来一天，医院在照顾病人的同
时也能考虑到患者家属需求，
提供床铺而且收费不高。当
然，囿于有限的医疗资源，当
下医院很难一步到位，但也并
不意味着，医院就不能做得更
好一点。

2016年7月，媒体曾经报
道，北京某医院急诊室里，医
院提供的日租金22元的病床只
有51张，有“床贩子”借机以每
天300元至500元的价格向家属
租床，生意火爆，出租一次直
接回本。当时就有舆论建议，
医院为什么不正视患者家属
的需求，提供租床服务。如果
开展这一业务，医院多了一笔
收入，患者家属无需向“床贩
子”高价租床，也减轻了经济

负担，岂不是一举多得。
同样，面对“医院变旅

社”，在肯定“暖心”的同时，
医 院 能 不 能 也 提 供 一 些 病
床，收费低一点，好让患者家
属也能有床睡，而不是只能
睡在地上。相对于打地铺，提
供一张简易床，也并不多占
地方。当然，这可能涉及一些
投入成本问题，如果把价格
定得低一些，患者家属应该
是能接受的。

从这意义上说，“医院变
旅社”还可以更加暖心一些。
当然，希望是建立在承认暖
心。在可能情况下，我们要把
好事做得更好。除了可以考虑
床位，还要思考医疗资源的配
置，特别是分级诊疗制度的完
善问题，正如钟南山院士讲
的，别让患者横跨大半个中国
来看病。

“医院变旅社”还可以更加暖心

“医院变旅社”，在肯定“暖
心”的同时，医院能不能在照顾
病人时也考虑到患者家属需
求，在可能情况下，还是要把好
事做好，把好事做得更好。

土地流拍率上升是对市场的尊重

□谭浩俊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一
线城市土地流标共有13宗，
创下2012年以来的新高，而
去 年 同 期 仅 有 4 宗 土 地 流
标；二线城市土地流标共154
宗，2 0 1 7年同期为 7 7宗；三
线、四线城市土地流标合计
达到629宗，而2017年同期为
284宗。今年前7个月，全国房
地产市场土地流标共796宗。
土地流拍率较去年有大幅
上升。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
间，土地价格的上涨，都是
非理性的，是违反市场规律
的。对开发商来说，激烈的竞
争和超高的溢价率，将土地
价格推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
平。而银行为了一时之需，也
是无节制地给开发商以资金
支持，推动地价上涨，也将自
身风险推升到很高水平。一
些地方则为了土地出让收

入，对地价的无节制上升完
全放任。这种行为加剧了土
地市场的价格泡沫，而这些
被抬高的地价最后都转化到
房价上，其实最终买单的还
是消费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
对土地市场的监管，遏制房
价上涨的重心转向土地价
格，就显得十分重要。

土地流拍率快速上升，
至少说明了三个方面的情
况：首先，调控已经发挥作
用，土地市场的热度正在呈
现下降趋势，土地高价者得
的现象已经很难维持。即便
一些大型开发企业仍有比
较强烈的拿地欲望，也不会
再像过去那样轻率拿地。其
二，开发商已经出现了一定
的资金趋紧现象，除少数大
型开发商之外，多数中小开
发商已经没有能力再像过
去那样有土地就拿，拼命抬
高价格，而会更加理性、理
智地对待拿地问题；第三，
开发商已经对未来的房地
产市场持相对悲观态度，对
房价走势不太乐观。

出现这种局面，首先要
归功于对融资控制起了成
效。限制和约束金融机构对
开发企业的信贷支持，包括
债券发行等也对开发企业亮
红灯，为了保证资金流稳定，
一些企业不得不在拿地问题
上保持理性。即便是大型开
发商，预计也难以承受继续
大规模拿地的资金压力。近
段时间以来，有关万科、碧桂
园等负债规模巨大的消息，
也不时出现在媒体，就是最
好的例证。

其次，“坚决遏制房价
上涨”的要求，则是刺向开
发商遏制地价进一步上涨
的又一利剑。把房价上涨的
总闸门关好，开发企业要想
继续赚钱，就只能在地价上
做文章。而如今，随着国家
对房价调控的加强，房地产
市场已经出现活跃度下降，
成交规模萎缩的局面。如果
开发商再不充分考虑地价
因 素 ，不 在 地 价 上 做 足 文
章，亏本就可能是大概率事
件。

如果说过去是开发商集

体抬价，把地价抬得越高越
好的话，未来开发商要做的，
可能是集体压价。只要价格
高于心理价位，就极有可能
流拍。而且，开发商之间会
形成另一种默契，那就是依
据各自需要，以“认购”的方
式拿地，彼此之间不再恶性
竞争。虽然此举可能与土地
竞拍政策存在矛盾，会给人
以串通拿地的嫌疑。但是，
面对高地价，不排除开发商
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并以此
来压低地价。不管怎么说，
把地价降下来，总比拼命抬
高地价理性，也更能体现土
地 的 真 实 价 值 。更 直 接 地
说，也可以认为是对土地市
场、房地产市场的尊重，对
价格的尊重。

抢地会带来地价的无
序上涨，让地可能会带来土
地价格的走低，但不会出现
涨价那样的问题。至少，能够
对遏制房价上涨产生积极作
用。更何况，一些城市的需求
还能比较好地对房价形成支
撑，继而让地价难以走得太
低呢？

葛大家谈

“关爱孕妇徽章”折射便民意识

走私冻肉牟利
守门人缘何失守

□徐建辉

孕期准妈妈们公共出行
时会面临实际困难，尤其是肚
子尚未显形的孕期准妈妈们
乘坐地铁出行想得到一些照
顾却又不好意思开口。记者从
地铁运营公司获悉，经过一个
多月的试推广，天津地铁今起
正式推出“关爱孕妇徽章”，让
准妈妈们出行更方便。

众所周知，女士们一旦有
了身孕，虽然可喜可贺，令人
期待，但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
诸多不便也是一种客观事实。
尤其是在出行过程中，由于身
怀六甲，更需要得到人们更多

的关爱与力所能及的照顾。可
是除了临近生产，身材特别明
显的孕妈之外，还有很多人虽
有身孕在身，但外观并不明
显，甚至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这样的话就很难得到他人的
注意和照料。

现在，天津地铁敢为人
先，通过一个小措施和一枚小
徽章，便为许多准备搭乘地铁
出行的孕妇们打开了方便之
门，化解了她们心头的小尴
尬，解决了她们安全乘坐地铁
的后顾之忧，堪称实实在在的
便民之举，更是一种公共部门
服务创新的典型范例。

孕妈们佩戴上这枚特殊
的徽章，便可在各条地铁线路
享受到诸如手动安检、绿色通
道等多项人性化优待服务。而

且由于佩戴了这枚专用徽章，
就等于无声提醒周边旅客这
是一名孕妇，请注意避让、照
顾。例如有的孕妈就高兴地
说：“我刚走进地铁车厢，就有
好心人看到徽章了，还主动给
我让座。”

由此可见，一枚小小的
“关爱孕妇徽章”，传递出的却
是大温暖、大感动，而天津地
铁这种看似微小的创新之举，
却也充分展现出了公共服务
部门的“人性”。小事其实不
小，这个小小创意背后，真实
流露出了天津地铁强烈的服
务意识和创新理念，更是他们
扎根于民、奉献于民的鲜活见
证。

所谓“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如果各个管理服务部门，

尤其是事关民生的那些行业
部门，都能像天津地铁那样，
从便民利民的大处着眼，而从
提升服务质量、改善服务体验
的小处着手，都能为此主动创
新、积极努力，而不是以垄断
部门自居，那我们的各项管理
服务工作岂不是都会“芝麻开
花节节高”，日臻完善、便利和
人性化，总能让人们不断感受
到新的美好与改变？

天津地铁的这枚“关爱孕
妇徽章”，不止是让孕妈们得
到照顾，也让所有乘客们都感
受到了关爱、谦让他人的美
好。这不正是活动发起人天津
地铁所期盼的那样，“关爱孕
妇，情满车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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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杉

近日，据《半月谈》报道，
大量走私冻肉充斥冻品交易
市场，不仅埋下食品安全隐
患，造成关税损失，还对正规
肉类企业造成冲击。

走私冻肉在市场层面如
此肆虐，与某些市场管理方的
监管缺失有着重要的关系。按
常理来说，市场管理方不仅要
主动管理规范交易市场上走
私冻肉的问题，还要做好相关
监管部门整治走私冻肉乱象
的配合工作。但事实是，它却
放弃了应尽的管理规范义务。

市场管理方的失守，原因
在于它与具体商户的利益瓜
葛层面。就拿牛腱子肉来说，
走私价格是每20公斤720元，而
正规渠道进口的牛腱子肉价
格是每20公斤960元，相差200
多元。这也意味着里面有较大
的利润空间，当这额外的利润
成为商户与市场管理方共享
的“午餐肉”，那两者之间便必
然形成所谓的“利益共同体”，
这背后的猫腻需要进一步审
视和挖掘。

再者，还有相关方对走私
冻肉危害性认识不到位的原
因在作怪，这是潜意识层面的
问题。很多企业或商户，都没
有把走私冻肉的不安全性当
回事。

但真实情况是，走私冻肉
未经通关报检，也没有得到有
效严格监管，其食品安全层面
的隐患也相对较大。而某些监
管一路亮绿灯所体现出来的
违法成本较低的现实，也助长
了相关方对走私冻肉危害性
认识不到位的倾向，这样一
来，意识与监管层面的问题，
就会沿着错误的路径在依赖
性中走下去，形成“劣币驱逐
良币”的恶性循环。

所谓的监管，不仅要强势
回归，还要科学回归，既要实
现对监管力的有效制衡规范，
又要实现监管力的靠谱践行。
用制度设计和科学监管去解
构所谓的“顽固利益体”，并在
强化惩戒提升违法成本中，倒
逼相关方意识层面的进步。

（摘自《钱江晚报》，作者
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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