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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起步”贵不贵，凭常识判断

11月25日，青岛市轨道交通票
制票价制定听证会召开，绝大多数
听证参加人认为，3元的起步定价偏
高，应该调整为2元。青岛市物价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决策时会同等尊
重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根据意见
是否合理可行决定是否采纳，而不
是简单以人数多寡为依据。兼听则
明，偏听则暗，物价部门对消费者、
经营者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员的意
见，持“一碗水端平”的态度固然没
有问题，但是在判断哪一方意见更

为合理可行时，还要尊重常识。
青岛市物价局拟订了两套票

价方案，起步价都是3元，看上去有
铁板钉钉的架势，供参会人员讨论
和选择的空间似乎已经很小。尽管
如此，3元的起步价还是被绝大多数
参会人员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
单，青岛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
与北京、上海相去甚远，地铁票起
步价应该参照同等城市制定，不能
让居民拿着二线城市的收入承担
一线城市的票价。况且，青岛地铁
目前还没有实现全线通车，乘客能
享受到的便利也大打折扣。

不否认，青岛有自己的“实际情
况”，但仅凭这些不足以让消费者接
受青岛地铁“高价起步”的现实，市情

或许与众不同，地铁建设运营模式终
究是大致不差。物价制定如何做到更
科学，普通消费者确实未必都懂，但
是这不妨碍他们用比较的方法来判
断物价是否合理，价比三家，一目了
然。尽管之前物价部门一再解释，起
步价3元不算高，绝大多数参与人员
还是认为应该下调，这就是基于常识
得出的公论。青岛市物价局表示，听
取意见是否可行不以人数多寡做取
舍，这个态度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多
数人的意见有时也会损害到少数人
的权益，与庞大的消费者群体相比，
经营者一般处于少数位置，如果总是

“少数服从多数”，经营者的权益就失
去保障了。物价部门可以在“多数”与

“少数”之间“中立”，却不能偏离常

识，更不能罔顾实情。
青岛市物价局有关负责人说，

还要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
议。从目前的舆论看，民意应该不
会有逆转，关键在于物价部门如何
决策。青岛市是山东省第一个开通
地铁的城市，在制定票价时没有经
验可循，越是如此越应该借鉴其他
城市尤其是同等城市的经验。要求
参照同等城市制定起步价，并非只
是一个简单的多数意见，它其实是
市场教会消费者的一个常识。如果
物价部门非要推翻这个常识，让居
民接受3元起步价不算高的结论，只
能事倍功半，倒不如从各方意见中
找出最大公约数，在做好各方利益平
衡的同时给消费者一个舒畅的心情。

市情或许与众不同，地铁建设运营模式终究是大致不差。物价制定如何做到更科学，普通消费者确实未必都

懂，但是这不妨碍他们用比较的方法来判断物价是否合理，价比三家，一目了然。

□毛建国

到2020年，也就是还有四年的
时间，每家都会有一个签约的家庭
医生，想想都让人醉了。只是有人
担心，这个签约医生的费用如何，
会不会加重医疗支出；还有人担
心，根据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
签约医生的标准，得有多少签约医
生，而按照目前的医疗资源，到时
能有这么多签约医生吗？

请注意，这份文件叫做《关于
进一步规范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和
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其中

“社区”是关键词。说到这里，应该
明白了，所谓签约医生，其实就是
由社区医生转型而来。提到当前
的社区医院社区医生，多数人都
不陌生。可也正因为熟悉，上述担
心也就不是杞人忧天了。

事实上，家庭医生制度目前
很多城市都已经试行了。前几天
就有一个朋友讲，虽然在三线城
市，但也有家庭医生。其由来是，
前段时间，朋友去社区卫生院看
病，医生让他登记详细信息，并且
在几张纸上签了字。然后告之，双
方签约了，以后朋友就有家庭医

生了。据这位朋友讲，所谓签约家
庭医生，也就是几张纸的事，跟过
去没什么两样。

如果只是这么操作的话，那
真的很简单。按照指导意见要求，
各地要健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网
络，城镇化进程中，村卫生室也要
改造为社区卫生服务站。就未来
而言，可能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社
区医院。只是登记一下，简单签个
约，社区医生就成为签约医生，到
2020年全面实现自然不是一件难
事。至于说改善社区卫生服务环
境、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水平，反正
去做就行了，又不会成为“硬杠
杠”。只是这样的签约医生，又有多
大意义？

不是签个约就能叫签约医
生。人们希望或者认可的签约医
生，还是有一定标准的，能发挥实
实在在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家庭
医生对于签约家庭成员的身体状
况，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平时小
病独立解决，关键时候拿得出意
见。也只有达到这样的实用性，才
能达到指导意见描绘的愿景：让
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
医生”。

不是签个约就能叫“签约医生”

□崔滨

通报指出，中国传媒大学包括
书记、校长、副校长在内的3名主要
领导干部，以及从校办到财务处、后
勤处等部门的5名提供虚假材料的
中层领导干部，分别受到了通报批
评、免职、降职处分。祸起之源皆是
超标使用公务车辆、办公用房严重
超标、违规在校外餐饮场所公款宴
请，将赠送学校礼品未进行资产登
记长期摆放在自己办公室等“八项
规定”明令禁止的行为。

《京华时报》25日在发布消息的
同时，还第一时间连线了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汪玉凯，通过反腐领域权
威之口，为这次中国传媒大学领导
层的“塌方”赋予了“近三年以来如
此严厉处分首屈一指”的“高规格”
定性。“中纪委屡次强调，对于违反

‘八项规定’仍不收
手、不收敛、顶风作
案的领导干部，其
违规性质很恶劣，
将被严厉处分。与
此同时，另一背景
是，前不久中央刚
刚修订了纪律处
分条例，对于情节
很恶劣的违反‘八
项规定’的人员从
严处分。中国传媒
大学主要领导干
部被严厉处分也
践行了该条例。中
央表现的‘从严、
从快’的处理方式
表明了中央继续
转作风的决心。”

相比汪玉凯从
政治生态角度解
读，《南方都市报》
则选择了民间视
角。其在26日的社
论《为“小腐”叫屈，
腐败化生存怎么
破？》中，便注意到
了案情通报之后的
某些网络情绪，尤
其是“违规用车、办
公用房超标，不算
什么大事”的表达：

“为什么民众会对
官员的某些腐败行
为表达出宽谅、不以为意的态度？
并不是说，公众同情被处理的违
纪官员，而是希望能以处理小腐
败、小违纪那样的高标准、严要
求，严肃查处比他们更严重的违
纪违法、不作为和乱作为。目前对
小的、不那么起眼的违规违纪问
题的严肃处理，所遭遇到的某种
同情，更说明反腐需要深入推进、
催生制度化的监督和制衡。”

当然，不论公众的态度是宽容
还是计较，针对高校里的作风问题，
总要有解决之道。《法制晚报》评论
员庞岚，便把准星瞄向了“一把手”，
认为《避免高校“塌方” 从管“班
长”开始》。“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公布的诸多腐败案件来看，‘集体落
马’基本上全都和‘一把手带头变
坏’有关。就像俗语所说‘兵熊熊一
个，将熊熊一窝’，如果‘一把手’权
力过大而且带头违法违纪违规，下
面的副职和中层干部就很难‘独善

其身’，这个单位的窝案、串案就时
有发生。”

至于怎么管好“一把手”，教育
学者熊丙奇在其为《北京青年报》撰
写的《传媒大学腐败窝案只是冰山
一角》评论中指出：“很多人寄望高
校领导以他们的学识、修养，来约束
自己的行为。而现实告诉人们，贪腐
与个人修养没有多大关系，这更多
与制度构建有关，就是个人学识再
高，如果其手中的权力不受制约和
监督，照样可能被利益诱惑，出现贪
腐。”熊丙奇希望该事件能够促使教
育部门狠抓高校的信息公开，“要让
信息公开成办学常态，必须建立现
代学校制度，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
学术权分离，建立校长公选制度，畅
通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让民
主选拔的校长对师生负责。这是让
大学摆脱行政化、功利化，从而消除

贪 腐 的 根 本 之
道。”

至此，“中
传”领导层“塌
方”事件，经历了
党纪国策、民间
期待、行业自律
三重舆论审视，
最终迎来的是纪
检监察部门更为
锐利的目光。《中
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陈治治在为
该报撰写的《要

“亡羊补牢”，更
要“脱胎换骨”》
的评论中，便警
告 那 些“ 依 然

‘活’在中央‘八
项规定’出台之
前”的人，“当下，
正风反腐已成大
势，不可逆转。违
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四风’
问题纳入党纪处
分条例‘负面清
单’，巡视利剑、
派驻监督一步步
全覆盖，问责渐
趋常态化……上
下 联 动‘ 一 盘
棋’，压力层层传
导之下，‘九级风

浪’正向基层党组织袭来，再无‘世
外桃源’，再无‘天高皇帝远’，再无
地方可‘纹丝不动’，再无人可‘风雨
不动安如山’。”

《检察日报》评论员姜洪则在
《校领导层因纪律“塌方”说明了什
么》中规劝不论是高教领域还是其
他行政领域的党员干部，“党纪党规
严于国法，是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
进性要求决定的。国法是所有公民
的行为底线，党纪是对党组织和党
员立的规矩，理应标准更高。严格执
行党纪党规，不仅仅是保持队伍廉
洁的需要，更是预防党员领导干部
走向违法犯罪的‘安全带’。狠抓党
纪党规，已经成为整个反腐斗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就像姜洪文末那句语重
心长的劝告：“某些人该醒醒了。”

中传“塌方”

输送了大量传媒人才的
中国传媒大学，本周深切体
会到了传媒的力量。24日晚
17点50分，出现在中纪委网
站上的《教育部通报中国传
媒大学8名领导干部违反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案件》的消
息，在半小时内传遍全网，以
至于网友感慨，不知道这中
间有多少校友颤抖着手编写
着自己母校的标题，点击下
推送键。

当然，本周舆论场对“中
传”领导层“塌方”的强烈关
注远远不止于它在传媒界的
特殊地位，“八项规定”出台
三年、高校反腐、小腐大惩等
诸多特殊语境，将这所学校
推到了舆论的显微镜下。

葛舆论场

葛公民论坛

“评职称不考外语”口子应该更大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社
区卫生服务管理和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各地要
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
化的健康档案。指导意见还要求，县级及以下卫生技术人员在职称评审
时，职称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其论文、科研要求也不作硬性规
定。（11月26日新华网）

□钱夙伟

不再考外语的同时，指导意
见强调评审指标要“接地气”，对
县乡医务人员的评审标准有所区
别，重点加强对常见病、多发病诊
疗、护理和康复等任务，以及公共
卫生服务等任务的考核评价。

必须承认，这是一项切合实
际的改革。县乡医务人员的业务
水平，体现在临床能力上。懂一门
外语固然有用，却并不体现在诊
疗上，尤其县乡医务人员，而如果
为了评职称而学外语，其实也不
过是“掌握”了“中国人听不懂，外
国人笑掉牙”的哑巴英语，而且因
为没有实用的机会，职称一到手，
也忘得差不多了，耗费了大量的
宝贵时间，其实是做了无用功。

具体到基层一线的劳动者，
本来就背负沉重的工作压力，学
外语不免占用本能用在加强业务
能力上的时间、精力。因此，正如指
导意见所提到的，“取消外语考试
可以让基层医疗机构中许多技术
水平高、服务态度好的人把职称评
上去，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
提高基层的卫生服务水平。”

据统计，英语教育已经成为
中国的一大产业，年产值高达数
百亿元人民币，为国民生产总值
的百分之一，相当于中国一个较
发达的中等城市的年产值，而在
此之中，职称外语自然功不可没。
如此巨大的投入，其产出到底是
多少，恐怕是“天晓得”。至于县乡
医务人员为评职称而学外语，“导
致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影
响了基层的卫生服务总体水平”
的无形损失，更不可计量。

事实上，不仅是基层医务人
员，许多职业跟外语都没有直接
关系，就有专家直言，应当“全面
废除以外语考试成绩来判断职业
技术好坏的评审标准”。其实在社
会上，这样的呼声早已十分强烈，
改革已经有了共识。毕竟，在评判
人才方面，还是用人单位最有发
言权，只要动用市场在人才配置
上的力量，建立起优胜劣汰的机
制，劳动者自然就会在对工作有
用的学科上下功夫，根本不需要
职能部门设置标准。因此，县乡医
务人员评职称不再考外语开了个
好头，但口子应该开得更大，更不
止于外语一科。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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