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观

再也不能漠视血液成本公开的呼声了

□本报评论员 金岭

专业人士为血液成本算
的这笔账，如果没有太大偏
差的话，那么看到这样的数
字，真让人有种触目惊心的
感觉。(详见本报今日A4、A5

版)

血液成本到底有没有卖
出的价格那么高，其中有没
有重复性收费，是否包含着
其他不合理的成本？作为外
围观察者，由于不能确切掌
握血站的核心财务数据，有
关专业人士的推算只能算是
基于专业背景的技术性推

测，其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准
确的地方，尤其是以血站业
内人士的眼光来看，某些算
法或许很不“专业”，但这些
推算对一般公众了解血液成
本构成仍然极有价值，至少
提供了一个参照。

其实，这些测算表面上
是算给公众看的，实际上是
给血站的业内人士看的。毫
无疑问，这组报道发出后，大
家都会急切地渴望血站方面
能够积极回应：哪些测算可
以认同，哪些不能认同，如果
有偏差，偏在什么地方，等
等。在当前血液成本不能公
开的情况下，至少其中的部
分疑问还是可以回应的，尤
其是测算方法等技术性细

节，应该是可以向公众说明
的。有关专业人士的测算至
少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虽
然血液成本尚未公开，但以
采供血的业务和技术含量来
看，从外围粗略测算其成本
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虽然
信息不对称，但技术和智力
是对称的，甚至从某种程度
上说，当下以社会各个层面
拥有的技术能力和智力水
平，就其总量来说，已远远超
出血站的综合能力，粗略地
测算采供血成本并非什么难
事，血站必须正视这个压力。

不同的是，外围的测算
只能算监督，如果公众了解
血液成本的途径长期停留在
这个层次上，那只能加剧无

偿献血者对血站的不信任
感，最终大家都可能成为受
害者；而血站主动公开成本，
把账向老百姓算清楚，则能
取信于民，从而激发更多的
人参与无偿献血。现在一些
地方的血站，对舆论监督极
为抵触，这有可以理解的现
实原因，但有一点应该清楚，
不要说现在的不透明状态，
即使是将来公开透明了，舆
论监督同样会有，甚至会更
多，只不过所采取的方式会
和现在有所不同罢了。作为
国家举办的公益性事业，不
可能永远在封闭的状态下运
行，不可能永远把成本信息
屏蔽起来，多公开比少公开
好，早公开比晚公开好。

作为地方血站，面对成
本信息公开的呼吁，会很自
然地把不公开的理由归之于
卫生部尚无统一部署，卫生
部的确没有推进血液成本公
开的整体部署，但这并不妨
碍条件成熟的地方向社会公
开成本，并创造出成功的经
验，为卫生部在全国推进成
本公开积累可以借鉴的经
验。其实，我们国家很多领域
的改革，都是对基层经验的
总结和提升，并最终释放出
巨大的力量。卫生部虽然没
有统一的部署，但卫生部好
像也没有禁止有条件的地方
向公众公开血液成本。如果
一个地方的血站能通过成本
公开赢得公众更多信任，从

根本上破解供血紧张的状
况，卫生部作为最高卫生行
政部门，对增进公共利益的
积极作为，恐怕不会表示反
感吧。

无偿献血有偿用血的特
殊性，决定了公众的信任才
是这个公益性行业真正的生
命线，长期的封闭状态最终
有可能把公益性事业赖以生
存的道德资源耗尽，真到了
那一天，承担代价的也只能
是普通老百姓。

相对于民众福祉，一个
行业或部门的特殊利益没
有任何优先的理由，正因为
此，面对由来已久的血液成
本公开的呼声，再也不能漠
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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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攀

8月7日，云南巧家警方
来到爆炸案嫌犯邓德勇家，
叮嘱邓家人不要跟外人谈论
案子，“外人”包括乡亲邻里
和一切对案情感兴趣的人。
(8月9日《南方都市报》)

面对突然的变故，巧家警
方没有将错就错，而是勇敢公
开实情，尤其是在公安局长此
前打包票的情况下，这种态度

值得称赞，就是以后探究此
案中的警方责任，也不会招
致舆论的太多炮轰。

可谁知道正在人们感
觉到巧家爆炸案向好的方
向发展时，巧家警方却要求
犯罪嫌疑人家属不要跟外
人谈论案子。

“封口令”的目的显然是
掩盖问题。可问题是，云南巧
家爆炸案在发生之后，有关
这个案件的任何问题都注定

会摆在舆论的聚光灯下，任
何掩盖、封口都会“此地无银
三百两”，进而让人们更加关
注这些问题。在巧家爆炸案
中已经犯过一次严重错误的
警方竟然没有汲取教训，实
在让人不解。

这个时代，掩盖和封口
是最大的负面新闻，不仅是
徒劳的，也是糟糕的，只会让
事情越来越糟，而非越来越
好。

云南“巧家案”不要一错再错

□赵志疆

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
在暴雨中受灾严重，当晚有
152名农民工在高速公路上救
出了上百名被困游客。此事经
媒体报道后，慈善家李春平等
先后提供了30 . 4万元和15万元
的赠款，表彰这些农民工见义
勇为的行为。然而，部分参与
救援的农民工表示，“钱确实
发了，但是又收回去了，连发
放的新毛巾被都被没收了”。
(8月9日《京华时报》)

如果说这些农民工的救
人壮举曾经“感动中国”的话，
他们现在的尴尬遭遇无疑正
在“刺痛中国”。聚集在媒体的
闪光灯前，他们是头顶光环的
救人英雄，然而，当媒体的关

注度稍稍减退，在那些公众
视线所难以达到的建筑工地，
他们迅速被打回弱势群体的

“原型”——— 不仅慈善捐款被
无理收回，有人甚至因此而丢
掉了赖以为生的饭碗。

还能够说些什么呢？这
就是他们最真实的生存状
况。无论他们做出了怎样的
贡献，无论他们扮演着怎样
的形象，在强势一方眼中，他
们只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尽
管爱心捐助者亲手将善款递
到他们手中，仍然无法避免

项目负责人“照单全收”。这些
被誉为英雄的农民工，甚至还
来不及品味喜悦，就立刻陷入
了“英雄气短”的尴尬处境。

时至今日，农民工工资
实在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话
题，尽管各级政府三令五申，
依然无法阻止拖欠农民工工
资事件的频繁发生，现在，连
慈善捐款也能被扣押。一起
农民工集体救人的壮举，就
这样演变成一幕合法权益被
集体践踏的悲剧，事态的急
剧转变令人情何以堪。

救人农民工何以“英雄气短”

作为国家举办的公益性事业，不可能永远在封闭的状态下运行，不可能永远把成本信息屏蔽起来，多公开比少公开好，，早公开比晚公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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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滨

笔者负责物价新闻条线
3年，省内大大小小的听证会
参加多次，但是像9日灵岩寺
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这样弥
漫着纠结而又无奈情绪的听
证会，还是第一次。

虽然几乎所有听证会参
加人都明白，再走单一依靠
门票收入的老路，通过提高
价格增收的办法，只会让灵
岩寺景区陷入更深的“一亏

损就涨价，越涨价越亏损”的
怪圈，但迫在眉睫的生存之
虞，又让听证会参加人对上
涨门票价格投了赞成票。

其实，国内包括山东省
内，面临灵岩寺这样境遇的
景区还有很多。这些景区的
共同点是，虽然具有一定的
知名度，但它们要么地处偏
僻、交通不便；要么较为孤
立，无法与周边区域以及其
他产业连成一片。由此造成
的结果就是，不少游客去了
一次后，很难再故地重游。

涨价虽然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景区运营的燃眉之急，

但让我担心的是，这可能进一
步加剧景区对门票经济的依
赖。尤其是在十一旅游旺季即
将到来之际，灵岩寺景区的涨
价很可能会形成示范效应。

如何打破景区的门票依
赖症，不独是灵岩寺一家的
困扰，更是多年来困扰全国
类似景区的难题，希望这次
弥漫在灵岩寺景区门票涨价
听证会上的无奈与纠结，能
够触动一些改变的发生。

(作者为本报记者)

8月6日晚上，东莞塘厦镇逛街的路人被
治安队员拦下检查居住证，近百名路人被
带走交15元办证后才获准离开。负责人承认
确有其事，但否认强拉路人到警务室，称是
宣传一下办证的好处。据8月9日《新快报》

灵岩寺的无奈不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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