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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评论

知人

有关生命与健康的追问言论
观察

□冯炜(山东大学教授)

过去的一周，热点事件不断，关乎
生命与健康，也关乎人心与道德。

“血荒”的根子在哪里

近日，全国诸多城市血库纷纷告急，
“血荒”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

探究血荒，不少媒体指向社会信任危
机。《南方都市报》10月30日发表社论提
到：“无偿献血制度发展到现在，在公众这
里遭遇了信任危机。”《新京报》10月30日
发表社论剑指深层机制问题，提出：“按照
法律的精神，无偿献血是一项典型的公益
事业，既是公益事业，理应像慈善捐助一
样，建立起一套透明的机制。”
《中国青年报》11月4日则以《“荒”时

代，更需要社会的道德契约》为题，分析指
出“血荒”只是“荒”时代的一个缩影，而
“荒”的背后体现着社会转型的阵痛和忧
虑：“民工荒”是对劳动报酬不平衡和社会
评价机制的反抗，“土地荒”是对各级政府
醉心于土地财政的抗议，电荒、气荒则是
寡头垄断体制下“国富民穷”的表征。

而如何解决血荒，也引发了人们多
重思考。《人民日报》11月2日发表人民
时评《解决“血荒”离不开社会营养》，文
章认为：“这种热情和文明的呵护、养
成，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有效运作，离不

开政府的有效倡导参与，离不开各种规
则制度的不断完善。”

减肥药乱象，谁来负责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叫
停了曲美等15种含有西布曲明的减肥
药后，相关产品开始陆续停产下架。然
而，生产曲美的重庆太极集团日前回
应，对消费者并无赔偿计划，迅速引发
舆论热潮。

11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
文章《不良反应药品岂能一停了之》，文
中提到，面对频频出现的消费者索赔无
门情况，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对于类似
不良反应药品叫停进行反思和梳理，并
逐步研究建立不良反应损害救济机制。
一个良性社会必须要有兜底机制，必须
保障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能让任何
一个公民无辜受害。

而针对药监局的反应迟缓，11月1
日《新京报》发表社论提出诸多问题，引
人深思，文中指出：“药监部门是国民健
康的守夜人，责任重大，使命神圣，应该
而且必须主动介入、未雨绸缪，对可能
危及民众生命健康的减肥药品预先布
局，迅速决断，不要遇事慢半拍”。

与此同时，《南方都市报》亦发表社
论《“曲美”为害十年，下架完事大吉？》
进一步呼吁：“不能坐视‘符合国家标

准’成为涉事企业逃避企业责任的借
口，这应当内化为社会共识。”

学术腐败，还有没有救

最后一个话题则关系到学术的健
康与生命。

在11月2日举行的“科学探索与技
术创新的生态环境”论坛上，众多院士
指出：“目前，严格地做一个真正的科学
家往往会被边缘化，而在不科学的导向
压力下，一些人弄虚造假、剽窃抄袭。”
11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引用中国科协
常委王海波的话说，科技界现在最难的
是“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做一个严守
道德的科学家”！
《科技日报》11月2日的观点更加尖

锐，中国科技界因为学术腐败问题招致
的批评，不逊于中国足球。引用中南大
学校长黄伯云的话说，“我们的学术道
德维护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对于学术
腐败的频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
院士看得很深：“任何问题如果太普遍，
肯定制度有问题。在中国，大多数科学
团体还不能摆脱对政府部门的挂靠依
赖关系，一些部门领导习惯把学术团体
当成体现行政意志的工具，搞科研任务
就像搞计划生育，全都要在计划之列。
为了完成计划，追求短期利益，违背科
学规律的行为也就在所难免。”

敲诈政府

长春高新区官员希望前来采访拆
迁矛盾的记者多报道老百姓是如何
“刁难和敲诈政府”的。化解矛盾和理
顺情绪，本身就是政府部门的责任，遇
到难题就指责老百姓“刁难和敲诈”，
这无异于自觉选择站在老百姓的对立
面，是制造矛盾而不是化解矛盾。这种
离民众情感越来越远的雷人官话，实
在是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时代独有的语
言。

坐牢补偿费

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发生
了这样一种令人诧异的现象，有贪腐官
员在刑满释放后，竟“意外”地收到了原
行贿人送来的巨额“坐牢补偿费”，有的
甚至公开炫耀。
“坐牢补偿费”无疑是对官员贪腐

的一种鼓励。对于贪腐，国家从法律上
予以处罚，而行贿者却对这种处罚进行
“弥补”，从根本上否定了法律原本应有
的作用，可以说是对法律权威的挑战。

市长拜海瑞

广州城隍庙恢复开放，市长万庆
良、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出席仪式时拜了
清官海瑞，引发争议。

其实，对广州官员拜城隍庙拜海瑞
的行为，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虽然说了
一句“保佑建设系统没有腐败分子”，还
不如看做一种幽默，一种期待好一些。
谁都知道反腐要靠制度，但没有必要非
要与市长拜海瑞事件联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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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因言惹是非的县委书记

几句讲话将江西万载县
委书记陈晓平推上了舆论的
焦点。一开始，陈晓平与著名
学者于建嵘辩论拆迁，高论
“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
知识分子吃什么”？之后又有
人透露陈晓平有关上访人员
的高论更让人吃惊。作为中
国基层的行政管理人员，他
可能最懂得基层的无奈与现

实。如果没有拆迁，大规模搞
房地产开发，地方政府不会
有那么多钱来搞经济发展，
中国也很难说发展得这么
快，从这个意义来说，他有关
拆迁的言论不是没有道理。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陈晓平
说了肺腑之言，偏离了正确
的发展观念，但问题的根子
似乎不在他。

赵进：被“护城河”包围的钉子户

自10月25日以来，家
住昆明市赵家堆25号的赵
进(化名 )一家，每天出门
或是回家时都要爬过自家
周围两米多深、约5米宽的
“护城河”。赵进说，他家所
处的赵家堆村正在进行城
中村拆迁改造工程，由于

和拆迁方对房屋补偿的分
歧过大，赵进一家还没有
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赵进
不是最牛的钉子户，他是
在拆迁中捍卫自己合法权
利的普通一员，这样的公
民越来越多，就是这个时
代的进步。

王琪菲：闹市搭帐篷征婚的美女

“我要嫁给帐篷男，无
房无车无所谓。”近日，一位
自称80后和90后代言人的
美女在成都青白江凤凰湖
边支起一顶帐篷，打出征婚
招牌。游人路过都目瞪口
呆，有位大妈当场发问，为
什么要这样搞？美女回答：
我要证明自己这一代不是
只向钱看，“非诚勿扰”……
据网友称这位美女叫王琪

菲。社会发展到今天，炒作
也成了人的成功手段，比如
芙蓉姐姐，比如凤姐，比如
兽兽等。所有人都梦想着成
功的捷径，以至于不惜牺牲
自己的身体、尊严。令我们
更加无奈的是，这种炒作有
很大的成功可能。什么时候
社会能给我们一个印象：有
一种无聊叫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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