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乱炖

挂政府贺幅“撑面子”凸显畸形政商关系
吴杭民

近日，西安市长安南路一家餐馆开

业时，悬挂的祝贺条幅让过往路人为餐

馆老板的“人脉关系”所折服，5家祝贺单

位分别为：西安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

工商局、市城管局以及市监狱管理局。

店主杨某承认：为了扩大新开业饭店的

影响力和知名度，避免在经营过程中一

些不必要的麻烦，便假冒政府机关名义

悬挂了条幅。（9月8日《中国青年报》）

店面开张，假冒政府部门的名义悬

挂祝贺条幅，西安那家店的老板显然是

在“东施效颦”，因为这样的新闻，我们已

经见识不少。

诸如此类的社会花絮新闻，能让我

们悟出什么样的沉重语境？那些店主

“撑面子”、“避免在经营过程中一些不必

要的麻烦”、“想以此显示自己有背景，避

免受欺负”的想法，难道不是一句真心话

吗？其背后，凸显出的畸形政商关系，尤

需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在不少高官贪腐的轨迹中，我们都能

大同小异地发现，一个

落马的高官，背后总有

那么几个商人的身影。

这 些 畸 形 的 政 商 关 系

里，更多的是因为公权

力未被彻底关进笼子的

后遗症。正如专家剖析

的，“政府部门原本应俯

身为公众服务，但是现

在不少干部却成了公众

服务的对象。一些基层

干部行为失范、失朴、失

德比较严重，‘吃、拿、

卡、要’成了一些人的生

存手段，损害了干部队

伍的整体形象。”去政府

部门办事，如果没有关

系、没有背景，而你又不

“孝敬”当权者，你的事情可能跑上一百回

都办不成，还要被无端刁难，“显示自己有

背景，避免受欺负”，自然成了一些商人

“自我保护”的不良动机。

十八大后，一股新风拂面，希望过去

存在的畸形政商关系也能有所改善。

撑面子 王恒/漫画

世相杂谈

“吊瓶大国”的背后有多少“张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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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延续了29年的9月10日“教师节”，今后

可能要改日期了。国务院法制办 5 日公布

《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

进法四部法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意见稿中

拟规定，以孔子诞生的 9 月 28 日为教师节。

（本报9月7日07版）

将教师节改为 9 月 28 日，一方面赋予了

教师节更多的文化内涵，既是对孔子的一种

怀念，也是对尊师重道的一种重申；另一方

面，也有利于教师休假，9 月 28 日与中秋、十

一假期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

不过，对“教师节改日期”而言，更要“新

瓶装新酒”。

教师节的本义，只是为了向教师这个崇

高的职业致敬，让尊师重道的意识又一次得

到重申。如果改日期，“尊师重道”的本义没

实质性的改善，这算不上“装新酒”。

而眼下，对教师节最大的质疑，源于教师

节异化为“送礼节”。当教师节异化之后，教

师这个职业的神圣性，便会遭遇社会的质疑。

源于此，教育部网站曾刊登了十所知名

中小学的联合倡议书，号召全国教师不要收

礼。如此倡议，初衷良好，但要落实下来，还

得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建立家校的信任关系，

增加教师职业本身的荣誉感、崇高感，切实提

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因为抛开待遇来

谈职业荣誉感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让教

师节回归本义才是“新酒”。

龙敏飞

“教师节改日期”
更要“新瓶装新酒”

毕晓哲

公开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大输液

市场容量在 100 亿瓶（袋）以上，相当于

13 亿人口每人输了 8 瓶液，远高于国际

上人均 2.5～3.3 瓶的水平。据中国安全

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我国最

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9月8日人

民网）

过度输液的危害性，除了造成患者

经济和医疗资源上的巨大浪费之外，更

严重的问题在于，过度输液会让一些病

菌产生耐药性，最终演变为令人谈之色

变的“超级细菌”。当抗生素研发速度赶

不上耐药性细菌的繁殖速度时，我们就

将面临“重症感染无药可用”的巨大风

险。

为什么大量患者在可输可不输之

间，或根本不必要输液的时候输了液？

这与医师群体中存在大量的“忽悠者”有

关，有些医生利欲熏心导致医德败坏，看

病不是以科学用药为依据，而是以谋求

患者最大限度治疗为目的，最终为自己

和医疗机构获得巨额暴利。表面上这些

医生和医疗机构是正规单位、有执业资

格的群体，但性质上和“忽悠”人喝绿豆

汤敛财的骗子张悟本、李一道长有什么

区别呢？正是这些“德操失守”之医，进

一步放大了国内医疗输液乱象。

打击和遏止社会上的“张悟本”们简

单，拿起法律武器狠狠整治即可。但整

治医疗行业内披着合法行医资格的“张

悟本”们恐非简单。一方面需要监管部

门真正发力，从医德重塑方面真正剔除

无良者和业内的“张悟本”；其二，还必须

辅以治本的制度性举措。真正持续深入

开展医疗卫生改革，真正实现医疗资源

机制合理、配置科学，真正实现“医药分

家”，以提高诊查费、手术费、医事服务费

等技术手段，使医疗价格足以体现医生

劳动价值，打消医生牟利冲动。

当然，最根本的还要取决于患者。

如果人人打消输液迷信、自觉科学医疗，

放弃不切实际的治疗方式，也会形成对

过度医疗、“过度输液”的抵制。医生群

体中忽悠人的“张悟本”不可怕，可怕的

是有许多患者盲从盲信，更可怕的是监

管者的麻木不仁。相关监管部门应以

“输液大国”为耻，该好好清醒清醒，彻底

反思和“摘掉”输液大国的“桂冠”了。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北京

市 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

提到的拥堵费引起广泛热议。（9月8日

《齐鲁晚报》）

城市拥堵成疾，一方面与城市机动车

数量高速膨胀有关；另一方面，城市对公共

交通的长期“欠账”，使人们不得不“高效

率”地使用私家车，从而使拥堵矛盾更加恶

化。因此，城市在给私人用车“设限”的同

时，也应该给公车使用套上“紧箍咒”；特别

是，要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上有更大作为，

实行“设限”与“发展”双轮驱动。

在“设限”上，还有多条路可走。比

如，买车加收消费税，增加用车成本，以

此降低汽车增长量；同时，对汽车征收排

污费，因为汽车排放尾气污染环境，政府

部门可以把这笔费用投入治污、改善环

境等。还有，买车必须要有车位，不仅提

高了用车门槛，还解决了路面停车问题。

然而，“设限”仅是次优选择，“发展”

才是治本之策。比如，在发展公共交通方

面，应学习香港的先进经验，建立舒适、方

便、快捷、安全的公交系统。据统计，香港

每天共有1200万人次使用各种交通工具

来往各处，其中 89%都选择公共交通工

具。香港特区政府的宗旨是，公共交通应

由私营机构或公共机构提供，而政府提供

一个管制架构，并使各种交通工具得到协

调。政府秉承的原则是确保市民能够以

合理的费用，获得最大的出行便利。

可见，只有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同

时，严格控制机动车、特别是私家车保有

量，城市交通才能得以明显改善，市民才

会主动放弃购买私家车；只有市民出行主

要依靠公共交通，控制私家车上路数量，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公交优先”才是治堵根本之策

热点冷评

汪昌莲

非常道

超级中学是在向垄断企业学习，通过倾斜政策长成巨无

霸，既没有技术含量，又有伤教育公平，实不足取。

针对“超级中学”的出现，时评人李星文在《北京青年报》上

撰文认为，均衡教育资源有利于寒门子弟和富贵学生享受同等

的基础教育，呼吁让“超级中学”回归正常的体格。

“公众不担心出身不同，却担心机会的不均等。”

这几年，“拼爹”成为新闻热词。时评人吴龙贵认为，这反

映出权势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扩张。呼吁建立公平的制

度，他认为如果无法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那么不仅个体会失

去奋斗的冲动，社会也会失去前进的动力。

北京时间 9 月 8 日凌晨，国际奥委会第

125次全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投

票之后东京获得 2020 年夏季奥运会承办

权。而央视、新华社都出现了乌龙，央视提前

宣布“东京被淘汰”，新华社提前发快讯“伊斯

坦布尔胜出”。 （9月8日《解放日报》）

新华社和央视都有记者在现场，为何双

双出现乌龙？其一，为了新闻的时新性，刻意

抢占新闻制高点，走在别的媒体之前。其二，

记者不够专业，对奥运举办城市票决程序没

有做充分的事先了解。

当前媒体竞争日益白热化，谁掌握了新

闻主动权，谁的新闻就更能抓人眼球，谁就能

够抢占更多市场份额。于是，当今的新闻成

了“新闻快餐”，不乏一些新闻哗众取宠，骗阅

读率、点击率；还有一些新闻缺乏理性探讨和

深度思考，过分追求轰动。

这次“乌龙”事件，给新闻浮躁敲响警

钟。它一方面告诉新闻从业者要做踏踏实实

的媒体人；另一方面提醒新闻单位，媒体的核

心是客观公正，“内容为王”，别为了时间效果

而牺牲内容的字斟句酌。

申奥乌龙新闻
为“新闻浮躁”敲响警钟
王文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