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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不当干预让“开房事件”越演越“劣”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近日，海南万宁一校长
带小学女生开房一事持续受
到关注，目前，两名涉案人员
已被检察机关批捕。15日当
天，几名家长带着孩子去外
地医院检查，受到万宁政府
工作人员的劝阻。（详见本报
A18版）

校长带小学女生开房，
原本只涉及个别公职人员，
他们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法律上规定得很清楚。然而

整个事件当中，万宁市政府
却主动把“责任”揽过来，把
个案变成了官方的公关危
机，不但没能平息舆论，反而
造成了更加恶劣的影响。

事件曝光之初，万宁警
方很快做出了带有定性意味
的结论，即涉事校长与女学
生没有发生性关系；后来又
发布消息称，是学生主动给
校长打电话。前者措辞模糊，
受到了法律人士的普遍批
评，后者与案件定性无关，还
给人一种为涉案人员开脱的

印象。当家长质疑当地做出
的鉴定结果时，万宁官方又
开始行动，当起了说客。当地
政府的这一系列行动，只有
一个目的，把事件的影响最
小化。然而，这些行动没能达
到目的，反而引火烧身，越来
越多的质疑开始针对当地政
府。

万宁官方的行动反映了
部分地方政府的一种心态，
属地里只能发生好事，不能
发生坏事，只要是爆出负面
消息，官方就有义务第一时

间“扑灭”。无论是食品安全
问题还是交通事故，无论是
污染还是矿难，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一有事件被曝光，
当地官方就会“主动”把消除
影响的任务承担下来。其中
有不少事件和当地官方并没
有什么关系，有的属于极端
个别的案例，有的只是天灾
意外，但还是会引起高度“警
觉”。或瞒天过海，或避重就
轻，当地政府耗费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就是为了把“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

事实上，这样做是把简
单的问题弄复杂了，地方政
府成了舆论的焦点，事件的
影响反而更加恶劣。从现有
报道来看，万宁小学校长与
女生开房一事，并没有那么
复杂。当地政府原本可以站
在更客观的立场上，依法办
事、公开信息，还受害者家属
一个公道，给舆论一个说法，
这就可以了。公众也是有理
性的，没有人会因为个别的
违法犯罪行为，改变对某地
的整体看法。常常看到的情

况是，地方政府“主动”跳进
负面事件之中，动用行政力
量强行控制影响，反而把事
件扩大了，官方置身其中，公
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其实，现代社会纷繁复
杂，信息传播越发便捷，地方
政府看待“坏事”的旧观念，也
该改改了。与官方有关的，要
有勇气承担，找出问题、解决
问题，肯定能获得民众的认
同；与官方无关的，更要保持
中立，只要执法严明、办事公
正，也不会损害地方的形象。

现代社会纷繁复杂，信息传播越发便捷，地方政府看待“坏事”的旧观念，也该改改了。与官方无关的，只
要执法严明、办事公正，也不会损害地方的形象。

为权力划出边界

也是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的推进，经济基础
的发展，一次次对上层建筑
提出新的要求，实践中不断
深化的认识，推动着我们党
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中国
改革历程，正是逐步划定政
府与市场边界、逐步厘定政
府与社会关系的过程。经济

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协同推
进”，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
重要特征，体现着改革者的
敏锐洞察和深刻自觉。

在发展的关键时刻、改
革的重要关头，大刀阔斧推
进国务院机构改革，确为充
满“智慧和勇气”的务实之
举。这不仅是政府职能的再
次调整，更是包括政治、经
济等领域改革“顶层设计”
的重要棋子。正如习近平所

强调的，这一改革“是增强
社 会 发 展 活 力 的 必 然 要
求”。以改革促进转变、以转
变推动改革，进而找到政
府、市场和社会的最佳衔接
点，为权力划出一个明确的
边界，这何尝不是政治体制
改革的重要一招。（摘自《人
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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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团

13日，奥美中国24岁员
工李铮因心脏病猝死。内部
人士透露，他去世时已连续
加班一个月，每天23点以后
下班，去世后，工作QQ还一
直亮着。李铮的师兄对记者
说：“他的能力学历和这份
工作，是很多人羡慕的，可
这背后的辛酸谁也理解不
了。”(5月15日《京华时报》)

李铮猝死可能只是意

外，但“过劳”的劳动者在各
行业中绝对不是少数。在目
前劳动力市场严重供大于
求、劳动者在职场中处于

“弱势”的情况下，相当多的
劳动者，对长时间超负荷劳
动只能“敢怒不敢言”。

在雇佣制度发达的欧
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对

“过劳死”的处理有较完善
的事前防御与事后救济机
制。例如，欧盟及其成员国

《健康与安全工作法》要求

公司向员工提供健康及心
理支持；日本法律规定，如
果疲劳过度以及疲劳过度
导致自杀被认定为劳动灾
害。死者的家属可通过司法
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而判
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
死亡时，是看在最后的2至6

个月里雇员每月加班是否
超过80小时。这些做法值得
我国借鉴，毕竟要劳动者自
己站出来对”过劳“说“不”，
实在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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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

日前，惠州市委书记陈
奕威公开证实，他已在今日
惠州网担任“向书记说说心
里话”板块版主。从5月1日
以来的14天时间里，陈奕威
已经对34个网帖进行回复。
其在揭阳主政期间曾担任
揭阳新闻网版主。(5月15日

《南方都市报》)

市委书记当版主，看似
不寻常，实质上却是顺应时
代潮流之举，一方面利用了
网络作为吸纳民意的渠道，
另一方面也拥有了一个和
网民进行有效沟通的阵地。
这对市委书记来说，绝对是
好事，可以听到最“原生态”
的声音，如果能够坚持下
去，将为开展工作打下扎实
的民意基础。这种创新途径

了解民情民意的做法，值得
其他领导干部借鉴。

从目前情况看，此次市
委书记当版主是当得“名符
其实”的。不过，公众也有担
心：时间久了，“版主”这项
工作会不会由秘书或是团
队代替？建议陈书记以后哪
怕再忙，也要经常性地光顾
网站看帖回帖，不要把一件
好事弄成作秀。

希望“市委书记当版主”坚持下去

劳动者对“过劳”说“不”太难了

相信医生，也是H7N9患者的“良药”
回顾这场战役，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与铭记：一是医疗资源的高效配置，二是以医者专业和患方信任为

基础的良性互动。这种“非常时期”的表现，也为我们勾画出医疗行业应有的常态。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山东省首例也是唯一一
例危重H7N9患者张某今日
出院。以医疗救治的重大胜
利为标志，我省人感染H7N9

禽流感防控工作阶段性告
捷。（详见本报A08版）

回顾这场战役，至少有
两点值得肯定与铭记：一是
医疗资源的高效配置，二是
以医者专业和患方信任为基
础的良性互动。从某种程度
上而言，这种“非常时期”的
表现，也为我们勾画出医疗

行业应有的常态。
医疗资源的高效配置为

医疗救治的成功提供基础保
障。疫情一经发现，省、市第
一时间即调配专家、设备、资
金等资源，短时将市级水平
匹配至省级最高水准。在传
染病人严格执行“属地管理”
的政策背景和各地医疗资源
差异明显的现实环境下，这
种迅速整合多级优势资源集
中配置的应急效率，尤显珍
贵。

救治团队的职业态度和
专业素养保证了应急配置的

高效运行。专家组废寝忘食、
夜以继日的职业态度毋庸多
言，他们果断、精准的专业水
准更显可贵。诸如医疗费用、
家属疑虑等惯常严重影响医
生执业的非专业因素，因为

“绿色通道”的开启迎刃而
解，专家团队得以真实地展
示专业水准。

患方的信任和配合有效
提高了临床救治方案的执行
效率。患者应充分尊重医生
的“专业自主权”是临床医学
的常识。面对病情恶化极快
的H7N9尤需如此。让人欣慰

的是，在危急情形下，患者家
属既没有对治疗方案指手画
脚，也没有呼天抢地，而是果
断签字完全托付给医生。

诚然，疫情是一个关系
社会稳定的问题，抗击疫情
同样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离
不开必要的思想动员、充足
的资金保障、健全的体系建
设、高效的应急响应、充分的
社会参与。危机管理时期的
运转秩序在目前或许不能成
为常态。但医疗系统在救治
山东首例H7N9患者期间的
高效表现，无疑符合社会长

期以来对卫生行业的期许：
医疗资源尤其是高端医疗资
源配置更均衡、更高效；医患
双方之间高度互信又良性互
动。

当然，也毋庸讳言，受制
于“行政化”、“科室创收指
标”、“医保费用包干”等繁杂
因素，医生往往必须基于患
者的支付能力“因人施救”；
受制于历史包袱，优化医疗
资源配置也很难在短时间内
见效。这些问题还需要医改
的深入推进、医保保障水平
的提高逐步缓解。但至少，我

们可以做到：相信医生———
“在生命的危难时刻，医生是
你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它不
仅是医生享有专业自主权的
伦理根源，也是弥合社会信
任和医患关系的一个起点。

随着疫情的变化，抗击
H7N9的工作或将告一段落。
如果我们能及时地总结经
验，使之固化、提升，继而推
动医疗改革的进展，让更多
的患者得到专业的治疗，让
更多的医生得到充分的信
任。如此，抗击H7N9的意义
才会更加深远。

>>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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