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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海

几天前，一条医生“炫富”
的微博火了。认证为“泌尿外科
执业医师”的微博大V“成都下
水道”在网上晒出新买的一万
多元一件的羽绒服。一些网友
质疑，一个执业医师为何花钱
如此大手笔，身为医生如此炫
富恐不妥。同时也有不少网友
认为，凭本事吃饭，没什么好喷
的。次日该医生不畏争议，又晒
出收入身家：当医生年收入二
十多万元，各种线上线下讲课、
多点执业跟医院收入差不多，

还投资了一家公司，杂七杂八
加起来年收入超过百万元。

一件羽绒服就标价1万多
元，在“看病难、看病贵”仍困扰
着不少老百姓的当下，这位个性
医生的“炫富”之举自会引发质
疑，有人甚至质问其“让那些付
不起医药费的穷人情何以堪”？
初看上去，我们的确觉得医生

“炫富”或会加剧医患对立，甚至
会助推仇医情绪。但凡事皆有因
有果、有果有因，这位医生之所
以高调“炫富”，在于其收入不光
是医生收入，“医生收入+投资公
司+讲课费=年入百万。”只要其
收入正当，“炫富”可以是一种人
生态度，旁人只能艳羡，没必要
质疑甚至仇视。

这位医生“炫富”，倒是给
我们炫出医生职业的另一面：
医生收入高并不罕见。像“炫
富”医生任黎明，在成都一家中
上水平的老牌三甲医院上班，
都能有体面优渥的收入，是不
是更能鼓励年轻人从医呢？现
在，弥漫在医生职业中有不少
负面情绪，如医生不仅读书辛
苦，上班之后工作累、责任重、
收入差、地位低，且工作环境恶
劣，还可能被医闹骚扰；一些医
疗大V常在自媒体哭穷，还有
不少人帮医疗圈哭穷，把医生
职业弄得毫无优势。以至于医
生职业似乎成了不少人“厌弃
的职业”、不愿子女从事的职
业，这恐怕需要改变。

事实上，医生职业体面优
渥，不仅有利于吸引人才，还有
利于打造一支廉洁从医的队伍。
某知名网站所做的《2015医生流
失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低性价
比的薪资，是当前大批80后医生
加速从医院逃离的几大原因之
一。低性价比的薪资还会诱导医
生滥检查、开大处方、收受回扣
等。正如“炫富”医生所说，医生
挣钱多不会增加医患矛盾，反而
能缓解。医生的收入高了，医疗
回扣等灰色收入，对他就没有吸
引力了。像任黎明就是医院里开
处方最少的人之一，一个半天限
号30个病人，单张处方价格一般
十几二十元。在国外不少国家，
医生基本就是高收入职业。

在关注医生“炫富”有何举
动、其财富从何而来之时，我们
更应关注我国医生的合法收入
低为何是普遍现象。不少网友表
示，身为一家三甲医院的副主任
医师如果依然贫穷，才真正应该
引起社会反思，贫穷的医生队伍
如何让我们享受到更高水平的
医疗服务？某个职业的收入高
低，与决定工资的一项重要因素

“可替代性”有关，医生是生命的
守护神，其医疗水平越高，收入
也应该越高，因为其可替代性越
低。如今我们不缺高收入的医
生，但缺乏合理的收入来源和阳
光化的制度保障，必须用制度保
障医生有钱不可耻，医生靠自己
的合法手段赚钱，更不可耻。

合法致富，医生“炫富”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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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神器”里藏了多少私利

□戴先任

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防
治日益被重视，以及PM2 . 5概
念的流行，雾炮车也火了起来。
记者以“雾炮车”为关键词在中
国政府采购网上检索，发现共
有164条招标信息，最早的是
2014年8月9日。其中，中标公告
有61条，其中内容全面(包含雾炮
车中标价及购买数量)的有38
条，包含福建、广西、河北、河

南、江苏等8个省市区，采购部
门多是环保局、市政公司等。
(12月7日《南方都市报》)

这些雾炮车原本用于农业
除虫、工业除尘，实际上就是起
到一种高效地洒水的作用，要
说它能除霾并不科学。大气是
超级流体，交换速度快，部分污
染物被喷下来，其他地方的马
上就会补上来。只不过，伴随着
社会对环保的日益关切，一些
企业发现了商机，对雾炮车大
肆宣传与包装。一些环保部门
在采购雾炮车时，也对外宣称
雾炮车可以治霾，能降低空气

中的PM2 . 5，雾炮车可降霾的
“神话”就慢慢出现了。

一个用于土方施工、道路降
尘的工具，却成了“治霾神器”，
这不仅是一些商家的狡诈所致，
也暴露了一些政府部门在采购
上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比如，河
南一家雾炮车制造厂家的负责
人就告诉记者，一台雾炮车动辄
近百万元，存在较大的利润空
间。该公司曾向某城管局卖出一
台雾炮车，最终招标定价是65万
元，但实际上的售价是42万，一
台车就隐藏了20多万元的水分。

再看上述38条中标公告，共

涉及47台雾炮车，总中标金额
3132万元，均价66 . 6万元，如此就
不难理解，谁都说不出除霾作用
的雾炮车，为何能够打着“除霾
神器”的旗号大行于世。事实上，
被相关部门采购来的雾炮车，在
一些城市使用频率并不高，有的
成了摆设，与其说是“除霾神
器”，不如说是“吸金神器”。

在这背后，政府采购中有
可能存在的权钱交易只是一方
面，采购过程的不科学、不透明
才是问题的根源。这些根本没
法证明除霾效果的雾炮车，如
何进入了政府采购的名单，相

关的企业甚至作坊，又是如何
中标的？记者通过调查都能够
发现“神器无法除霾”这一事
实，政府采购部门就没有做过
相关方面的工作吗？

归根到底，要让政府采购
变得科学合理、公开透明，加强
社会监督的权重，让政府采购不
再“雾霾重重”。否则的话，如今
是除霾，以后很可能还有其他方
面的需求，采购制度上的问题解
决不了，企业与政府合力锻造的

“神器”还会不断涌现。

葛公民论坛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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