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日前，我省卫计委下发要求，为
防范特权行为，严禁各医院工作人
员带熟人插队加塞、挂人情号。各级
各单位要组织医院工作人员全部签
订《承诺书》，并向社会公示。

当前医疗资源本就紧张，患者
就医时往往要忍受各种等待之苦。
此时若再有医护人员带人“加塞”，
势必会让其他患者更觉堵心。医疗
卫生系统常提“服务好、质量好、医
德好，群众满意”的目标，如果连排
队看病的公平性都保证不了，上述

要求就更谈不上。这种扭曲正常规
则、漠视患者权益的做法，势必给医
患关系再泼冷水。

众所周知，公平就医秩序是医
院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如果连这
方面都有猫腻，提供优质服务就成
了空谈。一般而言，除非有急重病症或
其他特殊情况，患者就医要遵循先后
顺序原则，谁排号早谁先看。这种安排
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讲都非常必要。
挂人情号，找熟人加塞等行为，正是破
坏了这种规则。而且，医疗行业事关人
的生命和健康，所谓“医者仁心”，医护
人员应当处处体现自己的良知和正
义，明目张胆地参与插队，显然有违
职业道德，有负公众厚望。

而且，现在医疗资源普遍紧张，

要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比如去大
医院看个专家门诊，患者及家属得
付出九牛二虎之力，“排队两小时，
看病三分钟”并不全是夸张。此种情
况本就令人烦恼，如果再看到医护
人员径直带人插队，患者心情可想
而知。而且，越是患者较多的大医
院，越常见加塞插队的现象，这个问
题如果得不到重视和有效遏制，更
会加剧医患矛盾。实际上，这些年来
患者为此大闹医院的事件并不少
见，确实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从长远看来，刹住插队看病的
歪风得靠医疗资源在量上的增加和
比较科学的分配，但这并非一朝一
夕的事。当务之急就是强化就诊过
程的规范性，对借职务之便乱加塞

的行为加大惩戒。现在我省卫生计
生委提出，将组织工作人员对各医
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对
违规事件进行通报，这无疑将加大
医护人员参与加塞的风险。值得注
意的是，对于隐形加塞，其他就医患
者不易发现，很难发挥社会监督的
作用，这就要求医疗卫生行业在导
医分诊等方面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手
段，以便更好地保障公平。

另一方面，规范就医秩序不单
是医院的事，患者也得有规则意识。
如果大家一拥而上找关系、走后门，
只能形成恶性循环。在一个混乱不
公的医疗环境中，不但没背景没关
系的患者要吃亏，那些偶尔走了几
次“近道”的人也不会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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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古之清官廉吏，还是今
之优秀党员干部，无不常存一种愧
疚之心。愧疚感是一种清醒。凡清
醒者，才能不迷向、不偏航，永不自
满、永不懈怠。愧疚感是一种敬畏。
凡敬畏者，才能行有所规、心有所
怕，执政为民、公权为公。愧疚感是
一种自责。凡自责者，才能查漏补
缺、亮丑正容，自我更新、自我完
善。愧疚感是一种自励。凡自励者，
才能勤勉自我、振奋精神，不惧艰
辛、为民办事。

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当下，党员干部应有的愧

疚感，说到底就是对群众的感情问
题。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这样的干部永远不会缺乏愧
疚感。

当然，仅有愧疚感还远远不
够，更要有弥补愧疚、造福群众的
实际行动。“干一寸胜过说一尺”。踏
踏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群众
服务，不仅脸好看，更要事好办；不仅

“为官不易”，更要“为官有为”。如此，
党员干部才能少些负罪感，多些欣慰
感；少些愧疚感，多些成就感。(摘自

《光明日报》，作者桑林峰)

中国地域广袤，各地情况千差
万别，现阶段的改革又非常复杂，许
多情况事先难以预料，需要摸着石
头过河，以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看，过去30

余年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多发生在基
层和地方，大凡成功的制度创新，基
本是由基层在实践中创造摸索出来
的，农村改革是如此，国企改革是如
此，政府改革也是如此。上层乃至中
央不过是将基层和地方创造的方法
经验加工总结，变成制度或法律，在
全国推行。从这个角度说，顶层实际
是被基层推着走的。

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局面，乃因

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官员和社会
关联度大，在强大的发展压力面前，
他们必须要有所创新来应付或者解
决问题。且作为一线官员，他们也了
解社会，同时也不缺乏解决问题的
思路和方法。

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地方和基
层的探索与实践，把地方和基层潜
在的改革创新动力激发出来，顶层
设计在为改革提供整体规范和原则
的同时，应为地方和基层的改革创
新创造条件。(摘自《中国经营报》)

葛媒体视点

有愧疚感，更要有实际行动

顶层设计不能代替基层实践

医生带人“加塞”，患者更觉心堵
公平就医秩序是医院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如果连这方面都有猫腻，提供优质服务就成了空谈。

这种扭曲正常规则、漠视患者权益的做法，势必给医患关系再泼冷水。

“三成药费为行贿”指向监管漏洞

大家对于高收入人群的抱怨，
主要是对来源不明收入的不满。

国务院最近批复同意建立深化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
院长李实表示，收入分配改革要与反
腐相结合，才能产生更大作用。

好多退下来的官员，意识到了
环境污染的严峻性。

在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看来，
在任的地方官员容易受政绩冲动的

影响，在进行决策和管理时目光短
浅。等他们冷静下来发现问题时，却
已经退离岗位、人微言轻。

土地批给房地产商，马上有大笔
收入；批成工业用地，马上有税收；批
成养老院，什么现成好处都看不到。

“养老地产”的概念很火，但实
际运作中困境重重，关键问题就是

“土地”。在“拿地”失败后，投资上海
亲和源项目的商人周星增向某官员
询问原因，得到了上面那几句回复。

□张玉胜

14日，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发
布消息，历经十个多月的侦办，葛兰
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涉嫌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单位行贿、对
单位行贿等案已侦查终结。据介绍，
葛兰素史克能够将真实成本仅10余
元的药品，在中国卖出10倍以上的
高价，其中三成药费用于行贿。(5月
15日《新京报》)

正如此前强生、西门子、辉瑞、
礼来等跨国药企均曾卷入在华商业
贿赂风波一样，每每发生洋药企贿
赂丑闻，人们总不免生出是不是“洋

企业一到中国就变坏”的疑问。这不
仅缘于跨国企业常常以标榜严格守
法、规范经营的“国际范儿”自居，更
在于人们对中国社会药品市场诸多

“潜规则”的心知肚明。
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正是中国药品市场制度不完善、竞
争不充分、监管不到位等法治环境
的缺失，让葛兰素史克这样的不法
企业有了以腐败牟利的生存土壤。
规范药品经营秩序，保障消费者权
益，的确需要对包括知名洋药企在
内的所有市场主体的任何不法之举
保持严惩力度。但更需要致力做好
完善市场运营机制、强化药品法治
管理的治本工作。正视自身的问题、
堵住管理的漏洞，是完善药品市场、
彰显社会法治的现实需要。

葛一语中的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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