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资源过于集中滋生“号贩子”

近日，一则视频在网上热传，视
频中一女子在北京某医院怒斥号贩
子和医院保安里应外合，把300元钱
的号炒到4500元，而自己排了一天
队却没挂上号。26日，涉事医院回应
称，已安排该女子就诊，且没有任何
证据表明该医院有号贩子。

看到医院的回应，真为那名女
子感到担心，视频传播地这么广，却
根本没有号贩子，若是院方较起真
来，怕是要追究她涉嫌造谣诽谤了。
当然，相信医院不会这么做，既然女

子已经就诊，事情有了一个看似皆
大欢喜的结局，那还是随着时间流
逝，让事件淡出围观者的视线吧。更
何况，真要是深究起来，恐怕麻烦更
大，那些全国知名的大医院，谁能保
证自家屋檐下没有号贩子呢？

老百姓的切身体会也好，媒体
的调查报道也罢，集中于大城市里
的知名医院，总是不缺号贩子的，哪
怕警方不断加大执法整顿力度，还
是有人盯着倒卖专家号、名医号的
巨大利益。据媒体近来报道，随着网
上挂号等方式的兴起，号贩子也开始
线上线下全面布局，以前全是靠排
队，现在也用上了抢号软件。那则视
频之所以广为传播，恰恰是因为视频
中的女子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当然也有人说，号贩子赚点辛
苦钱、技术钱无可厚非，能够炒到

4500元的专家号本就值那么多钱，
号贩子只不过是实现了市场价值的
回归。如果按照市场法则，这种说法
确实有道理，可别忘了，有病治病是
最基本的需求，医院尤其是公立医
院，是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的，那就不
能搞“价高者得之”那一套。包括专
家号的政府定价、公立医院为主导
的医疗体系、全民医保的推广覆盖，
讲求的都是医疗服务的公益性。

号贩子反映出的根本问题，其
实就是优质医疗服务无法满足老百
姓的现实需求，供不应求之下公益
性遭到扭曲，自然就有了更倾向于

“市场化”的竞价空间。特别是优质
医疗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包括
培养医学人才的专业院校，投入更
多、设备更先进且能提供更顺畅晋
升渠道（包括编制设定、职称评定）

的大医院，都是如此。这就造成全国
范围内患者的集聚，加剧了供求矛
盾。更何况，我们国家有如此大的人
口基数，哪怕某一种罕见病也能达
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患者。就像视
频中的那位东北口音的女子，如果
能在家门口解决，谁还会跑那么远？
就算是有一部分人看点小病也要去
大医院找名医，这不还是优质资源
过度集中导致的后果吗？

所以说，只要医疗资源按行政
级别配置的制度不加以改革，优质
医疗资源过于集中且供不应求的整
体局面不发生转变，也只能回归“先
来后到”这种最原始也最低水平的
就医公平。当然，如果医院的管理者
对号贩子熟视无睹，甚至还有内鬼
与之勾结，那就连最低水平的公平
都被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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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因列车员报错站，近百名
去往河南新县的旅客提前下了车，
在天寒地冻中滞留泼河站，成为今
年春运中一个令人苦笑的花絮。虽
然说泼河的应急处理也还算说得过
去，但还是让旅客们难以释怀。

二十多亿人次的流动量，让每
年春运都变得千头万绪，弥补一个
小漏洞，往往需要数倍的成本。比
如，此次乘客误下车后，泼河站工作
人员安排了两间办公室供滞留乘客
休息，又要临时拼凑出租车、面包车
和私家车分头输送滞留的数十人，这
已经搭上了不小的行政成本。而旅客
凌晨下车、在车站耽误了几个小时，

个人所付出的“沉没成本”更是难以
量化。无论是这些成本还是由此引
发的公众情绪，都在提醒铁路系统，
春运中多小的错误也犯不起。

春运是各种中国式问题的合
流，也是社会神经绷得最紧的时刻，
每一点不该出现的纰漏，都可能产
生多米诺效应，或成为社会情绪泄
洪的出口。如果说前些年，春运期间
的舆情还主要集中在购票、调度、运
力等宏观问题上，近几年来，人们越
来越关注春运中服务、沟通、信息公
开、特殊群体关爱这些细节性问题。
这需要铁路和民航系统“升级”服务
和调度能力，把每一个微小的漏洞
都打上补丁，力避各种意外和负面
花絮拉低了春运工作的整体观感。

（摘自《京华时报》，作者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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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邓海建

近日，有市民反映称，在首都
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打印文件，每
张纸收取10元，是其所在学校的
100倍。记者实地探访发现，首都机
场两处打印点，收费均为A4纸10

元/张。打印点工作人员称，价位由
机场统一规定。机场投诉电话客服
称，打印点为租赁柜台，会向相关
责任部门反映该问题。（1月26日新
华网）

在公共监督之下，“天价”是个
很敏感的东西。比如不久前南京机
场一碗面条125元被曝光，于是地
方物价局“紧急叫停”。相比较而
言，这10元每张的打印费，也算得
上“天价”了。难怪一被曝光，打印
点推说机场定价，而机场又推说是
商家自己定的。

谁定价的，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这价格究竟是不是符合市场逻
辑。通常而言，需求决定价格，你需
要紧急打印服务，别说10块钱，100

块钱也得给。当然，这里面有两个
潜在前提：一是这个市场是充分竞
争的，独此一家就是价格绑架；二
是这个市场是有序的，若非如此，
强买强卖都可能影响价格。机场显
然是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不是什么

人都能去开打印店，也不需要那么
多的打印店，同行之间很容易形成

“统一战线”，一旦监管稍有松懈，
商家的逐利本能就将化为交易中
的垄断价格。

有人说，15块钱的动车盒饭
“失联”与便宜的打印服务找不到
是同一类毛病，这话其实是有问题
的。因为打印服务对于机场来说并
不能算“配套”，也谈不上公共服务
的组成部分。正常情况下，没有人
坐飞机还顺带着打印几张A4纸。
但是吃饭或如厕就不一样，是底线
的需求，是一个人无论在哪儿都需
要的生存项目，自然应该具有公共
属性。说得更直白一些，饭菜必须
有便宜的，但打印不需要强求。

再说，一个机场，能有多大的
打印需求量？既然在商言商，指望
这种低频率小众服务拿出大众化
的价格，那还不如干脆做公益了。
此外，机场柜台的租赁价格，和临
街小铺的租金，显然不是一回事情。
10块钱一张的打印费，当真是不便
宜的，但至于说它多贵，硬是归类于
公共服务供给，拿去跟校园里的打
印社作比较，这个误会就大了。

葛媒体视点

索罗斯有着散户们没有的影
响力，他可以在达沃斯这样的场合
高调发声，为自己的利益代言。

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做空中国”
言论，令财经评论员杨国英深表担
忧。在他看来，索罗斯认定中国经济
会硬着陆，仍然是国际投机者唱空
中国的通用说辞。外资看空中国不
可怕，可怕的是国人自乱阵脚，送给
外资利用市场恐慌牟利的机会。

在巨额补贴之下，几乎所有车
企都开始进军新能源汽车。可惜，
补贴能补出特斯拉么？

互联网研究者王斌并不看好
车企一窝蜂地进军新能源汽车领
域。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的相
关补贴全都是粗放式，监管、审核较
弱，资金被“骗补”的情况屡屡发生。
为补贴而“进军”，显然打不过依靠
技术和创新起家的巨头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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