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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媒体报道，在黑龙江
依兰县松花江渡口，超载大货车
司机直接塞钱给交警，然后被放
行。所谓的“治超”成了“吃超”，
这当然是一种权力的任性。由此
不仅暴露了相关部门存在的腐
败行为，也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经
济急剧下滑的重要原因所在。个
别部门的苍蝇式腐败推高了民
众负担，也恶化了投资营商环
境，一些地方对此应该有更深刻
的认识，不能再养痈遗患。

大货超载在很多地方都是
一种公害，加强治理是交警部门

责无旁贷的事情。而依兰交警的
一些“治超”人员却从中看到了
捞取好处的机会。每辆超载车每
次“罚款”两百元，每天百余辆车
次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媒体以
视频和图片为证，披露有不少车
次是直接塞钱就获放行的，这直
接违反了“罚缴分离”的执法原
则。依兰交警深知这种行为的严
重性，坚决予以否认，并表示如
果发现有这种情况“该处理的处
理，该调离的调离”。即使如此，
依兰交警仍然不能给出一个合
理合规的解释，根据中央有关部
门的要求，对超载车辆的执法程
序必须是“先卸货后处罚”，而不
能罚了款就放行。依兰交警一方
面推脱自己找不到场地卸货，一

方面又轮番值班全天候对超载
车辆进行“罚款”，其实已经把过
江渡口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

无论超载罚款最终是归了
部门，还是饱了私囊，依兰交警都
应该为“治超”过程中的违法违纪
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给公众一
个清楚的交代，而不是处理或调
离个别交警就能搪塞过去的。这
个事件之所以影响恶劣，不仅仅
是少数人的腐败问题，更重要的
是重创了当地的投资营商环境，
让人对依兰县甚至黑龙江省有
了更大的畏惧心理。这样的腐败
行为如果蔓延开来，正在急剧下
滑的地方经济只能雪上加霜。

当前，“东北振兴”已经成为
全国关注的议题，从上到下都在

为东北经济如何走出困局谋划
思路。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振兴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
议上，李克强总理表示，他希望
东北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大力
度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开展优化投资营商
环境专项行动，推动“法治东北、
信用东北”建设，真正激发社会
潜能，释放东北发展的内生动
力。这个指向很清楚，问题在于
一些地方能否落实，起码依兰交
警的“治超”与此要求是背道而
驰的。如果一些地方不能深刻认
识到东北经济急剧下滑的重要
原因所在，仍是一味抱怨人才和
资本外流，很可能就此陷于恶性
循环之中。

当然，权力的“吃拿卡要”不
只存在于依兰或黑龙江。在东北
之外的不少地方，超载大货车狂
飙的背后都有权力腐败的影子，
民众早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而
有关部门仍然在掩耳盗铃。这样
的行为得不到约束的话，一定会
破坏当地的投资营商环境，进而
拖累地方经济。从近期的经济数
据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的经济发
展正在不断拉大差距，其中确有
区位因素不同的原因，但更重要
的在于人的因素。无论在哪里，

“人力资源”才是最重要的发展
资源，留得住人才能留得住资
本。要想留住人，就要给人创造
干事创业的良好条件，而权力能
否管住自己的手至关重要。

“治超”成“吃超”，权力之手太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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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药断供背后有没有腐败可能

□毛建国

近年来，很多被长期临床应
用证明能治病、治好病的廉价小
药正在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
失，患者们往往跑遍了医院和药
店也买不到急需的救命药。不
过，在黑市上这些廉价救命药却
从来没有缺货的时候，而黄牛往
往开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天价。

廉价药断供是一个老问题
了，对此舆论提出很多建议，有
关方面也给予了重视，可是这个
问题依然存在。对于廉价药断

供，专家分析了五种原因。首先
是因为利润低、市场需求少，企
业没有生产积极性；其次是有的
廉价药因为副作用大，逐渐被其
他性能更好的产品替代；第三是
医院、药店不爱进廉价药；第四
是在药品销售渠道上，中间环节
层层盘剥也有不少；第五是恶意
竞争，小企业有意降低价格，低
于成本无法生存，中标企业只能
放弃或者停止生产。

五种原因也是五个问题。如
果把这五个问题对症解决了，不
仅是廉价药问题，相信很多医疗
问题都会随之解决。但是，这五
种原因，还不足以解释一个问
题，那就是为什么到医院和药店

买不到，而在黑市上却能高价买
到廉价药呢？

有这么一个细节，“据知情
者透露，一般是黄牛通过适用这
个药的其他病症将药开出来，或
者跟一些医院的医务人员、医药
公司工作人员私下操作获得药
品”。问题就出在“或者”上，黄牛
何以能跟一些医院的医务人员、
医药公司工作人员私下拿到药
品？这里有没有利益输送？是否
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医院和
医药公司故意不把药放出去，而
等到黄牛接到“生意”了再把药
给黄牛，然后工作人员和黄牛共
同得好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容

易理解“黑市廉价救命药从哪儿
来”。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比如业内人士分析的五个原因，
厂家生产得少，医院和医药公司
进得很少，导致这些廉价救命药
确实存在紧缺的一面；虽然紧
缺，但还是有的，只是被有关机
构、有关人士人为控制起来，不
在公开渠道出售，而等到有人愿
意出高价了，再通过黑市流通出
来。当然，不能说在黑市流通的
都是来自黄牛，比如有一些患者
因为各种原因手中有了多余药
品，于是就卖到黑市上变现，但
肯定有一部分人是黄牛；也不能
说只要涉及到黄牛就一定涉及
到利益输送，但也不排除存在腐

败的可能。
这也正是人们想问的，廉价

药断供有没有腐败可能？有多少
证据说多少话，现在并没有证
据，谁也不敢断定，但鉴于廉价
药断供的非比寻常，特别是到药
店买不到而黑市从不缺货的事
出反常，人们只能怀疑这里面存
在“幺蛾子”。现在，怎么拯救那
些正在消失的廉价药，成了刻不
容缓的重大民生课题，希望有关
方面拿出决心和智慧解决这个
难题，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好
好查查有没有腐败可能。

葛一家之言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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