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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法则”解不开医患关系的死结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就在卫生部、公安部联
合下文惩治“医闹”之时，来
自陕西的一则关于医患关系
的极端个例，一时引得舆论
哗然。据媒体报道，一家民营
医院全部的 4 0多位医护人
员，因为患者在诊疗过程中
去世，被“逼”在灵堂中集体
下跪。

公众普遍关注这则新
闻，是因为它触及了公众对
现实的担忧或是期待。其实，
不管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患者
一方被威逼利诱，还是此次

院方被逼沦为刀俎下的鱼
肉，实际都表明，处理医患纠
纷的现行规则在很多地方已
经转为不折不扣的“丛林法
则”。与以往多数案例不同的
是，通常被认为处于弱势地
位的患者一方，依仗家庭背
景，此次强势上位。

尽管在亲人猝然离去的
情况下，很多人都可能做出
冲动的举动，但威逼全体医
护人员披麻戴孝下跪忏悔，
且不管是不是仗势欺人，于
法于情都说不过去。虽然“医
闹”行为背后大都有不幸的
遭遇，但对于干扰正常医疗

秩序、要挟医务人员人身安
全的“医闹”行为，必须被严
厉整肃。

“丛林法则”的出现和流
行不仅宣告现行医疗纠纷仲
裁制度失败，而且表明医患
双方的信任已经最大限度失
衡。往大处说，这与医疗体制
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息息相
关；往小处说，医务工作者和
医疗机构同样必须为这一局
面承担应有的责任。

跟任何一个行业一样，
只要存在“害群之马”，整个
行业都会跟着遭殃。在诊疗
费用和药价居高不下的今

天，不仅“过度诊疗”、“大处
方”等违规诊疗行为层出不
穷，不同程度的医疗责任事
故频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
分医生甚至是较高级别的医
生，实际掌控着药品流通领
域的最大利益环节。当这样
的个体经验一点一滴地融入
公众认知，医生群体又如何
希冀患者群体对他们保持一
贯的信任与期待？

同时，医生和医院也不
能只是习惯性地抱怨患者遇
事不走法律途径。就陕西此
例而言，患者家庭有如此能
量按理说比一般公众更有信

心付诸法律维权，而事实是，
他们选择了仗势而为，这必
然与其习惯认知有关。正如
医疗行业习惯将“天价住院
费”、“大药方”等违规诊疗行
为，强调为极少数的偶然现
象，以患者群体的庞大数量
而言，这也算是事实。但对患
者个体而言，即便是一个小
概率事件，也是实际意义上
的100%。医疗行业的特性又
决定了患者很难和医院平等
对话。

目前恰逢卫生部、公安
部联合发文严惩“医闹”行
为，相信在此次事件中受辱

的医护人员，很快就能得到
法律的保护。但通过这一事
实，医护工作者也必须看到，
一旦“丛林法则”横行，谁都
可能葬身于这弱肉强食的血
腥之下，医生和患者都不会
是最后的赢家。

因此，虽然全社会都有
义务为医务工作者创造一个
平安、稳定、和谐的执业环境，
但医务工作者和医疗机构也
必须时刻保持谨慎的自我审
视。只有这样，在卫生部、公安
部联手严惩“医闹”的治标之
举下，医患关系和医疗执业环
境才会真正得以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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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安徽宿州的一家油脂
公司厂区一侧的仓库里，堆
放着大量白色的劣质牛油，
都用塑料袋装着，堆得有两
米多高，有些融化了，流淌
到路面上。废弃的牛油、鸡
鸭油在这个工厂四处流淌，
连水泥地踩着都黏糊糊的。
整个工厂都弥漫着一股酸
臭味。在工厂仓库边上，两
只油锅正冒着黑烟。一只油
锅里黑油正冒着热气，两只
黑乎乎的大勺滴着褐色的
油污；另一只油锅里，大量
的猪油渣、牛油渣混杂在一
起，咕咕地翻滚着……(《经
济参考报》5月2日)

如此恶心的场面是在

生产什么呢？就是生产最终
将变成餐桌上的食品的地
沟油，这种地沟油区别于以
往从泔水、地沟上捞取的地
沟油，它们是用屠宰场的废
弃物、腐烂的皮革、变质的
动物内脏炼制而成，可谓一
种新型“地沟油”。更令人震
惊的是，这些新型“地沟油”
主要是销往食品油加工企
业，而这些食品油加工企业
都有完备的生产批文和先
进生产设备。

那些没有正式批文的
小作坊，大家通常觉得他们
生产的食品、食品油恐怕没
有保证，但是，对于那些有
生产批文和先进生产设备
的企业，大家总是更为放
心，毕竟，他们身上多了一
道生产批文，就是多了一道
国家监管，也就是多了一份
国家信用，用国家信用为这

些企业背书，公民总是觉得
更为放心。

但是，这样的信任正在
轰然倒塌。因为，不仅是新
型“地沟油”销往有批文的
食品油加工企业，前不久，
媒体披露的用工业明胶制
作的空心胶囊销往的都是
国内有批文的制药企业，而
且有些还是业内知名的制
药企业。再往前推，那些出
问题的奶粉企业，三鹿、蒙
牛，哪个不是有批文的企
业，哪个不是国内响当当的
企业，但是，他们制造的食
品一样是从有问题的小企
业或者个人手中收购，批文
能阻挡他们生产假冒伪劣
甚至是有毒、有害食品的步
伐吗？

所谓国家监管部门的
批文，都是表明监管部门允
许其一家企业生产食品、药

品，或者在发批文当时表明
其产品合格，并不表明他们
就不会随意进货、制假造
假，也不表明他们今后生产
的产品都是合格。相反，仅
有批文而缺乏后续的监管，
批文会成为企业制假造假
的护身符，他们仰赖于批
文，利用批文上面附着的国
家机关的公信力，蒙蔽民
众，更为猖狂地制假。而且，
许多批文本身就不可信，因
为批文意味着一种审批权
力，而有权力就有寻租。当
年，国家为了确保药品质
量，加强了对生产药品的企
业的审批认证，但是，时任
国家药监局局长的郑筱萸
却利用这一权力大肆收受
贿赂，令药品监管形同虚
设。

无数的事例告诉我们，
所谓有批文的企业不可靠、

不可信，批文的泛滥已经影
响到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比
批文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关
的后续监管，对企业的进
货、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
进行全方位的监管，而不是
因为有批文而一劳永逸地
睡觉;同时，监管部门要保证
有批文的企业阳光、透明，
要让媒体和公众时刻地监
督他们，不敢随意造假 ;最
后，监管部门本身要透明和
阳光，让公众随时可以监督
他们，让他们随时像有牛虻
在身，不敢丝毫松懈。否则，
我们的监管只剩下一个批
文，问题就会堆积如山。

可惜的是，我们还是依
赖于审批和批文，当一个又
一个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
来后，我们采取的方法又是
加强审批、强化批文，批文
式监管几时休？

其实读书是一种习惯，
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可以不
断滋养人生提升精神的方
式。只不过国人太过忙乱，
太过浮躁，缺少读书的氛
围。很多学生回到家里，氛
围就不太好，家人整天不是
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孩子们
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还
真的需要有些“定力”。

———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
授温儒敏说。

中国正处于融入世界
文化的潮流中，应当参与世
界文化的建设，作家不妨将
视野放得更宽一些，着眼于
更大的人类普遍的经验。总
有一些价值和涉及的问题
是共同的，比如环保，不管
在好莱坞电影动画里还是
在欧美文学中，都是很重要
的主题，可惜中国作家很少
关注。

——— 作家叶开说。

当时只有以北大、清华
为首的两个自主招生联盟，
我担心一旦固化下来，可能
会形成二次高考，通过成立
新联盟的方式，我希望能把

“盘子”做大，如果所有学校
都有了，其实就等于没有
了，这是我参加自主招生的
初衷。但从根本上说，我不
赞同这样的自主招生。

——— 哈尔滨工业大学
校长王树国说。

我们不希望私车牌照
价格上去，目前是供求关系
失衡导致价格上涨。有些市
民建议每月大幅增加私车
额度投放，但这也是行不通
的，毕竟车牌拍卖的目的就
是为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
过快上升。

——— 上海市交通港口
管理局局长孙建平说。

作为一个学者最重要
的是要有探索精神，并且热
爱自己所学的东西。

——— 22岁的中南大学
数学科学与概率统计学院
教授刘路说。

经过多次反复，现在的
语文课本在选择标准上显
得举棋不定，选编者不知以
什么为标准，这也是教育宗
旨不够明确造成的。

——— 武汉大学文学院
教授张洁说。

“新型地沟油”拷问批文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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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景区新一轮涨价
潮的背景下，位于河南省栾川县
的老君山景区推出新规定：中外
所有李姓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
2012年可免费游览。

（据《大河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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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全怪驴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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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五一”小长假期间，多批
驴友登崂山遇险。驴友不走

“正途”，贸然行动确实造成
了公共资源的浪费，但是我
认为板子也不能都打在驴友
身上。现在很多景点都推出

了价格不菲的门票，而安全
服务意识却与之相差很远。
游客进了景区，原本是为了
休闲，最终反成了冒险。难道
景区就不应该反思一下，在
一些细节上是否考虑得不够
周全。此外，也有不少驴友是
被高昂的门票拦在了正规景
区之外，不得不走上险路，他
们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对一些
地方推行“门票经济”的抗
议。如果景区的服务更规范

一些，门票价格能降一些，驴
友不断遇险的事情一定会大
大减少。 读者：李敏

景区宰客就是“打劫”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5月2日报道

《门票噌噌涨，游客仍呼呼
来》，这样的场景或许是旅游
部门所乐见的，但确实是游

客的不幸。随着社会的发展，
群众手里的闲钱比以前多
了，出门旅游的意愿也更强
烈了。但是旅游产品相对来
说是短缺的，多少年来山还
是那座山，水还是那些水，游
客的刚性需求为一些景区制
造了旺盛的人气。为了追求
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景点把
游客当成“唐僧肉”，涨价宰
客成了趋势。而事实上，山山
水水都是老祖宗留给每个国

人的自然遗产，并不专属于
哪一个部门。景点管理方提
供服务并收取一定的费用可
以理解，但如果把景区都当
成自家的宝贝，自以为奇货
可居，那都是对公共资源的
变相掠夺。 读者：江华

医护工作者必须看到，一旦“丛林法则”横行，谁都可能葬身于这弱肉强食的血腥之下，医生和患者都不会是
最后的赢家。

“老君”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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