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全球瞩目的焦点时
刻——— 当地时间１日晚，中美
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
利斯举行会晤，就有关经贸问
题达成共识，决定停止升级关
税等贸易限制措施。这无疑让
全世界关心中美问题的人暂时
松了一口气，也让人们坚信：只
要双方抱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关
头，此次会晤是自今年３月双
边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以来，两
国元首继两次通话后首次面对
面沟通。双方决定停止升级关
税等贸易限制措施，意味着双
方将不再提高现有的加征关税
税率，也不再针对其他产品采
取加征关税措施。这一积极信
号为下一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发
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

解决中美经贸问题，心态
最重要。从今年春天到冬天，
本轮中美经贸摩擦已持续８
个多月，其间达成共识又遭
美方撕毁，尤其近期美方发
出的不同声音，引发外界对
中美经贸合作前景的担忧。
此次中美双方选择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进行会晤，积极的
心态让外界看到了尽早解决
问题的曙光。

解决中美经贸问题，关键
看行动。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历
经前期三次磋商，中美双方在
过招中对彼此更熟悉，也积累
了更多经验。中方在应对分歧
中以守为攻、以静制动，在坚持
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底线的基础上适时出
台反制措施，同时继续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这种从容淡定的

应对智慧赢得国际社会认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

题。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
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此次会晤踩下了中美经贸摩擦
进一步升级的“刹车”，但考虑
到中美经济的体量和关系的
复杂性，要想实质性解决问
题注定任重道远。中美双方
要珍视这来之不易的重要一
步，以更从容淡定理性的心
态积极应对。当前两国经贸
团 队 要 落实好 两 国 元首指
示，立即着手解决彼此关切问
题，加紧磋商，达成协议，取消
今年以来加征的关税，推动双
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
道，实现双赢。

对中国而言，无论外部风
云如何变幻，关键还要按照既
定节奏办好自己的事情，以不

变应万变。中方不断释放从包
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扩大进
口信号，回应了美方部分贸易
关切，更多则为了满足中国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并与世
界各国共享中国红利。

登高望远天地阔，纵横捭
阖自从容。“中美作为两个大
国，都有重要影响，在促进世界
和平和繁荣方面共同肩负着重
要责任，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
择。”透过习近平主席在会晤
开场白的话，我们相信，站在
中美建交即将４０周年的历史
关口，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排
除干扰，积累互信，相向而
行，就有足够的智慧和时间妥
处分歧，推动新时期的中美经
贸合作破浪前行。
（新华社记者 韩洁 王沛）

只要有诚意，中美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拿临摹作品参展

就是抄袭

□何勇

自11月25日起，“全国第二
届大学生书法篆刻作品展”在国
家典籍博物馆开展，但展览开始
后没几天，便陆续有网友反映，
展出的部分作品涉嫌抄袭此前
书法作品，字体、章法及印章使
用上均与已经发表或是获奖的
书法作品高度相似。11月30日，
记者到展厅探访看到，涉嫌抄袭
的几幅作品仍在展出。

临摹古人、名家的书画作
品，这本身并无不可。对于广大
书法家、画家以及行业从业者来
说，临摹是学习和提高书法、绘
画艺术水平的常用方法，很多人
在入门、初学阶段都有过临摹他
人作品的经历。但一般说来，临
摹属于非商业性质的使用，仅用
于个人学习，临摹的作品只能当
成博采众家之长进行的习作，这
是临摹他人作品的底线要求。

大学生拿着临摹当代名家
的作品参展，且不做任何说明
的行为，很显然已经背离了临
摹的底线和初衷，这是将他人
的书法作品据为己有。这实质
上就是属于违法缺德的抄袭行
为，侵犯了书法作品原作者的
著作权。《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
司关于如何认定抄袭行为给某
某市版权局的答复》（权司
[1999]第6号）指出，抄袭指将他
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
有发表。《著作权法》第四十七
条规定，有剽窃他人作品侵权
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
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净化书画艺术领域的歪风
邪气，杜绝抄袭之风，有关部门
必须加强监管。首先，对拿临摹
作品参赛、参展的行为要加大
处罚力度，提高抄袭的违法成
本。其次，高校书画专业的老师
和书画界要加强对书画专业学
生、书画从业人员的教育和引
导功能，明白不能抄袭是从事
书画创作的底线，清楚知道拿
临摹作品参赛、参展属于剽窃
行为的基本常识。最关键的是，
法律和书画界要对临摹行为画
出一条底线，要用法律、行业标
准手段将临摹限定在习作范围
之内，超出习作范围的临摹要
定性为违法侵权的抄袭，需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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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标点符号出错登上“黑榜”是权力滥用
葛试说新语

中美两国元首就有关经贸
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双方要珍
视这来之不易的重要一步，以
更从容淡定理性的心态积极应
对。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排除干
扰，积累互信，相向而行，就有
足够的智慧和时间妥处分歧，
推动新时期的中美经贸合作破
浪前行。

□戴先任

感冒、头疼等常见症状除
了去药店买药，还能去有药品
经营资质的便利店购买。12月
1日，这项便民措施首先在北
京市朝阳区落地，京客隆京捷
便利店工体东路店在北京市
首家获得了《药品经营许可
证》。

便利店也可以买药了，此
举具有破冰意义。一直以来，
经营药品、医疗器械都必须是
专以卖药为业的药店，北京近
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便
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中，允
许便利店按有关标准申请零
售药物，就打破了这一规定。
这些便利店经营的常见病药
物属于非处方药，不是按照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
办法》要求的必须凭执业医师
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调
配、购买和使用的处方药。让
这些非处方药在一些具备药
品经营资质的便利店销售，不
会违反相关规定。对于公众来
说，购买药品会变得更为便
利，不需要到药店就能买到治
疗伤风感冒、头疼等常见病的
药物和医用棉签、宝宝贴等家
庭常备品，这无疑是一项便民
措施，有利于提高公众生活性
服务品质。

当然，对于拿到药品经营
资质的便利店来说，也要提高
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销售药
品不同于销售普通食品，即便
是非处方药，也需要慎之又
慎。曾有相关调查显示，到药
店买药的消费者中，仅有三成
具备正确的非处方药使用知

识，七成百姓吃药凭经验。很
多人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病情
加重，甚至死亡。现在很多药
店执业药师不足，药店不能为
消费者提供足够的用药咨询
服务，如一些非处方药，只要
消费者来购买，药店也不管其
拿来何用，就给消费者开药，
这些都是造成患者“吃错药”
的重要原因。药店尚且普遍存
在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化水
平不足的现象，便利店相关人
员的素养问题更令人担忧。

此外，“药品进入便利店”
是个好举措，怕就怕商家因为
唯利是图而不遵守“只销售非
处方药品”规定。或许，起初的
时候还能坚持“只销售非处方
药品”，久而久之在利益诱惑
前，就可能将“处方药品”也摆
上货架，让“药品进入便利店”
变成了祸害。

因此，允许“药品进入便利店”
后，有关部门不能做甩手掌
柜。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这些便
利店的监管，还要提高便利店
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要能加
强专业培训，提升业务素养。
毕竟，药品安全不是儿戏。

不能因为“便利店卖药”
可能衍生一些问题就止步不
前，就否定这一便民措施的积
极作用，但对于“便利店卖药”
要能形成强监管、强约束。要
让“便利店卖药”在利民惠民
的正轨内运行，要让其开辟的
是便民利民的新路径，而不能
让其撕开的是加剧“乱用药泛
滥”的新口子。

葛大家谈

“便利店卖药”更需要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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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家之言

□吴元中

未及时接到脱贫攻坚巡
查组电话，被问责处分；扶贫
手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登
上“黑榜”被全县通报，还被扣
一年的绩效奖励；市领导进村
检查扶贫工作，发现一名驻村
干部在看手机，大为光火，给
予处分……近日，一些基层干
部因为小错甚至是谈不上错
误的行为，却被严厉问责的现
象，引起网友热议。

毋庸说，责任是保证公职
人员有效履职的手段，对于以
权谋私、滥用职权、消极履职
等行为严肃问责，无疑是对
的。不过要明确的是，问责的
前提是被问责人员“犯错”，如
果没有“犯错”，就给予处罚的
话，则是滥用职权的表现。像
未及时接电话而被问责，写错
两个标点符号就登“黑榜”、被
全县通报还被扣一年的绩效
奖励之类的行为，无疑属于这

个范畴。
11月26日，中纪委机关报

就曾刊文指出，要厚爱干部，
问责不要简单粗暴。以写错两
个标点符号上“黑榜”，扣一年
的绩效奖励的事情为例，在党
纪、政纪等有关规定中，并没
有写错标点符号就要处罚的
规定，不知道相关部门是根据
什么 进 行 处 罚 。如 果 有 的
话，请列出来，以平息大家
的质疑。如果没有的话，如
此问责则是“师出无名”。这
也折射出一些地方在考核中
存在问责“跑偏”“脱靶”的现
象，导致部分基层干部“诚惶
诚恐、又累又怕”。

尤其是，写错两个标点符
号就上“黑榜”、扣一年的绩效
奖励，对于那些犯大错特别是
故意犯错的人，又如何追究
呢？毕竟，对于那么多所犯错
误那么严重、影响也恶劣得多
的人，所得的处罚也仅仅是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比如
“萝卜招聘”、违规进人、酿成
冤假错案等行为性质远比错
两个标点符号严重，有人却只

受到警告处分，还有人连警告
处分都受不到，只是诫勉谈
话，甚至像某副县长给尚在上
学的儿子办好编制、使其多年
吃空饷以及呼格案等那么重
大冤假错案的责任人，受到的
也仅是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而警告、严重警告处分的后
果，也就是6个月或12个月内
不得提拔。

一些严重得多甚至是恶
性的违法乱纪，责任人受不到
实质性处分，一些极轻微过错
甚至是谈不上过错的难以避
免的失误，责任人所受处罚
却严重得多。这种没有一定
之轨，特别是重错轻罚、轻
错重罚的乱象，不仅会造成
权力滥用，也会造成深远的
危害。一方面，由于动辄得
咎，不知哪里让领导、问责
人不高兴就受到意想不到的
处罚，不免使人人自危，影
响积极作为和进取之心。另
一方面，由于受不受罚以及
受什么样的惩罚全在领导一
句话，必然让人为了安全、
有靠山而极尽阿谀奉承之

能，想方设法取悦领导、巴
结领导，使得圈子文化、山头
主义盛行。

总之，问责与处分权任
性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问
责和处分权也应当同任何权
力都应依法而行、不允许任
性一样，被关进法治的笼子
里，实行内部行政法治化。
也只有在被处分人对处分决
定不服的情况下，可以提请
不受处分部门影响的司法性
部门进行中立性审查，才会
把处分权囿于法治的轨道
上，使其客观公正。这也是
一些国家在实现了外部行政
法治化后，又纷纷实行内部
行政法治化的原因。我国的
外部行政法治化建设有目共
睹，也应当进一步进行内部
行政法治化建设了。

总之，如果把问责比作
“利剑”，利剑不仅在剑之锋
利，更在挥剑之精准。如此，
才能把该打的板子打准，让
被问责的干部心服口服，从
而起到“问责一个、警醒一
片”的效果。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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