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缓解医患矛盾，职能部门出手再狠一些

据报道，

12

月
26

日， 卫生部就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公开
征求意见。规范要求，医疗机构从业
人员应廉洁自律，恪守医德。弘扬高
尚医德，严格自律，不索取和非法收
受患者财物， 不利用执业之便谋取
不正当利益； 不收受医疗器械、药
品、试剂等生产、销售企业或人员以
各种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提成，

不参与其提供的各类娱乐活动；不
违规参与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疗
器械促销，不倒卖号源。

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
说过：“医生治病， 就好像把病人一
个一个背过河。” 这个比喻很精当，

道出了医患关系中信任与责任的重
要性。遗憾的是，医患关系紧张问题
在当前一些地方时有出现。 医患关

系紧张，有多方面原因，既与患者有
关，也与医生有关。如果医生惯于索
取和非法收受患者财物， 或惯于收
受回扣、提成，倒卖号源，从医生摇
身一变为惟利是图的商人， 医患关
系就不可能缓和。前不久，有关药价
虚高的讨论备受关注。 药价为什么
会虚高？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
原司长朱幼棣怒斥：“医生成了最大
的药贩子， 为数千年来所未有！”医
生是不是最大的药贩子， 当然应该
深入讨论，但有的医生收回扣、收红
包，确实是事实，备受公众质疑。

如今，就《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
为规范》公开征求意见，彰显了职能

部门尊重民意的善意， 以及规范医
疗机构从业人员的决心， 更是为了
确保相关人员廉洁自律、恪守自律，

这是提升医疗机构公信力、 提升从
业人员良好形象的必由之途。 在医
患矛盾尚未有效化解的现实语境
中， 这一举措无疑有着极强的针对
性，正所谓“对症下药，才有可能药
到病除”，明令“五不准”，坚决落实
“五不准”，值得期待。

当然，还应该看到，除了“五不
准”，还应该加上一条，即严厉依法、

依规惩处。 如果医生向患者索取或
非法收受患者财物， 如果医生收受
各种形式的回扣、提成等，就应该被

严厉惩处，提高其违法违规成本，医
生才会有所忌惮。 众所周知， 早在
2008

年
11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
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即明确提出，医生收回
扣将不再仅仅属于职业道德或者纪
律的范畴，而被归入商业贿赂，可以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定罪量
刑。由是观之，对医生收回扣、向患
者索取财物， 绝不是简单的违法行
业内部规定， 而是赤裸裸地挑战法
律、以身试法的违法问题。

医生收受回扣、提成，向患者索
取财物为何屡禁不绝？ 一方面是因

为患者权利贫困， 有时不得不仰医
生鼻息， 而医生具有权力变现的可
能，这就需要加大监督，比如应定期
对医生处方进行审计， 探索建立临
床路径控制系统。另一方面也与制度
不够完善有关，有学者建议，应该真
正将“医”、“药”分离，如果医院不卖
药，医生只开药方，药品放到社会药
店去卖，这样可以较有效地规避回扣
问题。应该看到，“医”、“药”分离正在
各地初步推行，尚需要不断完善。

医患矛盾的解决非一日之功，

医生应廉洁自律， 恪守医德也不能
一蹴而就，不断强化监督，不断完善
制度， 就能逐渐遏制医疗乱象。如
今，《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正
在公开征求意见， 针对这种开门立
规、问计于民的良好措施，公众不妨
积极回应，建言献策，共同遏制医疗
乱象，培植出健康的医疗卫生环境。

晴朗多日的天气将告一段落，昨日，信阳城区陷入大雾包围之中。据中央气象台和河南气象台预报，今后两
三天，河南省都会有雾霾天气的发生。雾霾天气对交通运输和人们的身体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希望大家谨
慎出行。 本报记者郝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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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拒载何时休 ？

———“市井不文明现象扫描”系列报道之十

“拒载”一直是出租车行业的顽疾，对此
不仅群众深恶痛绝， 行业管理部门和出租车
企业也一直深感头痛。 全国各大城市出租车
拒载现象广泛存在， 虽然各地行业主管部门
加大检查、处罚力度等努力遏制，但出租车拒
载、 尤其是高峰时间拒载的情况仍然屡见不
鲜，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记者的调查采访中， 几乎所有的市民
都经历过高峰期打不到车的尴尬局面。 市民
王霞说：“在上下班的高峰期， 很难打到出租
车，有时好不容易等到一辆空车，司机先问去
的地点，然后以种种借口进行拒载。”

“我今年总共就坐过
3

次出租车， 每次都

以与出租车司机生气而结束， 为什么现在出
租车司机的态度这么差呢？”

70

多岁的张大爷
提起自己和老伴儿的“打的” 遭遇仍十分气
愤。“我们巷子里有个早市，买菜的人挺多的，

一次一个出租车司机一看这种情况嫌麻烦，

就以‘这条路进不了车’为由怎么也不愿继续
前行，无奈之下老伴儿只好下车。”张大爷说，

平时自己所居住的巷子里私家车、 出租车来
往很频繁， 根本不像那位司机说的那样。“因
为上了岁数，腿脚不利索，所以如果有事需要
外出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选择打车，但我发现，

老年人在乘坐出租车时很受气， 我自己就遇
到过好几次。”

在采访中， 记者也向几位出租车司机进
行了了解。“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现

象，毕竟司机的素质参差不齐。不过，大多数
司机还是能够一视同仁，谁家没个老年人，我
们也希望自家老人出门在外能够得到照顾。”

司机丁师傅说。 于师傅也就此事向记者进行
了分析。“其实， 不是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拉老
年人，是因为老年人上了岁数，行动不便，万
一在路上有个磕碰，谁都解释不清楚，也不好
解决。”于师傅说，特别是再碰上个行动不便
或者是身患残疾的老年人， 大家就更是不愿
意拉了，除非是有其亲人陪伴。

面对市民们的抱怨， 出租车司机们也说
出了自己的理由，有时是要交接班，有时要加
气。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峰期许多出租车司
机不愿意在市中心跑，因为堵车，在市中心拉
一趟活要好长时间出不来，很不划算。

对于出租车拒载现象， 接受采访的多数
市民表示对于投诉信心不足， 一般也不会投
诉，自认倒霉。有些市民表示，没有时间投诉，

麻烦，投诉有什么用？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样
的情况下，司机的行为才构成拒载。记者拨通
了出租车身上显示的监督电话， 对目前出租
车行业中拒载存在的一些疑问进行了咨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行驶中的空车，面对招手
的乘客，没有停车载客的行为，并不能构成拒
载，只有上了出租车，司机又不愿意去才构成
拒载。记者在我市相关部门了解到，道歉加书
面检查、 停运是我市拒载乘客的出租车司机
接受的最高处罚， 而这样的处罚很多司机是
不屑一顾的。比较而言，我国其他一些城市对
于出租车拒载行为处罚力度比较严重。

2010

年
8

月
5

日，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曾经出台“一
年拒载两次， 吊销的哥从业资格” 的重磅措
施，以治理出租车拒载现象。浙江规定出租车
拒载或绕道最高罚一万元。

出租车司机的素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
着城市的形象，映射着百姓的生活。希望广大
出租车司机改善服务质量， 为信阳的和谐发
展添砖增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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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癣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皮肤
病。如今，大大小小的城市也患上了这
种皮肤病，人们把在公共场所乱贴、乱
写、乱画的小广告喻为城市“牛皮癣”。

因为，这个词形象地道出了违法、违章
小广告发病快、 难治愈、 易复发的特
点。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牛皮癣”都
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顽疾。

我市也不例外。据报道，仅百花园
区域，一年来，执法队员们就先后铲除
43

处灯杆广告，覆盖、清洗和打磨
60

多
处地面喷涂类广告，制止散发、张贴等
行为

20

多起。 更为可恨的是一些诸如
办理假证件、 假文凭、 假印章的违法
“黑色广告”，不但影响市容，而且危害
社会。 尽管我市有关部门投入了很大
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这种不文明
的现象甚至是违法行为却因其整治
难，回潮快，依然屡禁不止，滋生蔓延，

成为城市管理中的一大难题。 像其他
城市一样， 尽管我市城管部门采取了
诸如“呼死你”、执法巡查、定期清理、

开辟信息栏等措施， 也只是收一时之
效，难解长久之困。

如何洁净城市的“大花脸”，让“牛
皮癣”不再“牛”？笔者以为，这绝不是
靠一次专项治理行动就可以收效，也不是一些“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的临时措施解决的，更不是仅靠城市管理人员的行为可
以制止的。要想彻底杜绝，既要像中医那样辨证施治，也要像西
医那样“暴力革命”。对那些宣传制作假证件、贩卖违禁药、非法
中介招工的小广告，因其涉嫌欺诈和违法犯罪，决不手软，坚决
打击，并对发布者绳之以法，让其为违法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

此所谓“杀一儆百”，重压之下，谁敢效法？比如在新加坡，非法
张贴小广告者轻则罚

2000

新元，重则处以鞭刑或
3

年监禁。除此
之外，要疏堵结合，以教育为本。治理城市“牛皮癣”仅依靠有限
的城管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尽快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并不断
加以完善、严格依法治理外，还需要提高市民的教育水平、文明
素质和环境意识，让他们充分认识这种“病症”的本质及对市容
市貌，甚至是对群众精神生活的危害，形成全民动员、群防群治
的监督氛围，让那些不法分子如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无处
藏身。同时，建立一种举报和奖励的长效机制，打一场围歼“牛
皮癣”的群体战和持久战。如此，“牛皮癣”还何“牛”之有？

城市“牛皮癣”，污染我们的“脸”。每一个市民都要认识到
“牛皮癣”的严重危害性，一定要做到洁身自好，从自己做起；

城市是我家， 美丽靠大
家。 每一个市民都要认
识到任何一处小污点都
会影响城市的美好形
象， 一定要做到守家有
责，共治顽疾。

配电抢修员陈荣群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即使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要
找准自己的位置，履行好职责。”

日前，记者在羊山新区抢修工地
上见到

36

岁的陈荣群的时候，他
正准备上升降斗带电作业抢修
供电设施。陈荣群是信阳供电公
司配电抢修员，曾获得信阳市五
一劳动奖章、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抢修工作是枯燥的，也是艰
苦的。信阳市的配电网络较为薄
弱，一到用电高峰和恶劣天气时
故障较多。作为抢修人员，每当
这个时候，陈荣群就一天

24

小时
连轴转， 一处处抢修供电故障。

今年
7

月份，雨水特别多，位于中
心城区四一路的万家灯火建筑
工地上一处电线杆因为雨水浸
泡造成塌方而倒塌。 接到求助
后，陈荣群立马去施工，干了一
夜才将供电设施修好。 没隔几
天，信运集团院子里的一条

10

千
伏线被雷击出现火球，线的下方
是新买的

18

辆大巴车，如果火球
将车引燃后果不堪设想。接到电
话后，陈荣群二话不说赶了过去。

为了及时将险情排除， 他们只能
在雷雨的间隙上杆抢修， 抢修工
作就在上上下下中紧张进行，险
情排除了，天也亮了。

1990

年，陈荣群从部队退伍
到信阳电业局保卫科，

1996

年他
又被分到营业所跟着老师傅们
搞配网工程，此时他虽然已经在
信阳电业局工作几年了，但是业

务知识基本还是空白，要强的陈
荣群跟着老班长宋连启，从最基
本的知识一点一滴学起。随着时
间的推移，慢慢地他从一个“门
外汉” 变成了精通业务的能手，

从高压到低压， 要求越来越高，

他的技术也越来越精。

2002

年，

他们率先在全市开展了带电作
业，大大减少了停电次数，提高
了供电可靠性，也减少了用户的
损失。如今，陈荣群已经成为信
阳电力的一个品牌，他们的“配
电
10

千伏旁路作业法”等诸多发
明获得国家专利，也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为此，公司专门以他
命名成立了陈荣群工作室。

荣誉纷至沓来，但这并没有
让陈荣群飘飘然，他深知，配电
抢修工作直接面对千家万户，作
为一名抢修人员，言谈举止无不
代表着企业形象。“一定要尽职
尽责帮助广大客户用好电。”陈
荣群总是这样告诫自己。在工作
中，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认真
兑现供电服务承诺。

2009

年
7

月
的一个“桑拿天”，信阳水产冷库
专用变压器被烧毁，几十万元的
货物面临解冻变质的危险。得此
消息后，陈荣群没有因为这家水
产冷库不属于供电抢修范围而
旁观， 而是冒着大雨快速抢修，

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供电，为
客户避免了几十万元的经济损
失。客户十分感动，当即写了一
封感谢信张贴在信阳供电公司
门口。 像这样急客户之所急、想
客户之所想的故事，对于陈荣群
来说已是平常之事。

A股市场流动性周报
货币增速继续下滑 政策“微调”加力可期

一、货币增速下滑可能倒
逼未来“微调”力度加大

11

月份
M1

和
M2

的同比
增速继续下滑，

M1

、

M2

增速
差继续扩大。货币增速继续下
滑主要受紧缩政策累积效应
的影响，四季度以来新增外汇
占款的大幅减少也制约了货
币总量的增长。目前过低的货
币增速可能倒逼未来的货币
政策继续放松，“微调”力度有
望加大。各项存款余额增速继
续回落，其中财政存款大幅下
降，体现出政策加大财政投入
和缓解流动性紧张格局的意
图。但财政存款和企业存款变
动额的总和仍然为负，企业资
金面依然较紧。 新增贷款为
5622

亿元， 略超市场预期，上
月大幅反弹的企业长期贷款
大幅回落，为满足年底企业强
烈的资金需求未来信贷投放
可能稳步增加。

二、央行或出手汇市助人
民币升值预期反弹，公开市场
大规模净回笼

上周人民币升值预期先
降后升，周五即期利率大幅上
行， 并创汇改以来的新高，其
背后很可能是央行授意所为，

此举也使得当日人民币升值
预期反弹。未来人民币贬值预
期存在修正的可能。央行净回
笼资金达到

730

亿元。 最近央
行净回笼规模的加大与政策
“微调”并不矛盾，可能暗示着
未来存准率的继续下调，我们
预计在明年春节前存准率仍
有至少一次的下调。

三、 银行资金面继续缓
解，票据贴现利率明显下降

货币市场利率整体稳中
有降， 银行资金面有所缓解，

14

天回购利率幅上升反映年
底资金面可能仍较为紧张。债
券收益率止跌反弹，一二级市
场负利差有所扩大。

四、 投资者情绪大幅向
下，产业资本净增持

中投情绪指数出现大幅
下降并创下今年以来的新低。

基金仓位大降， 整体处于中等
偏下，仍有下降空间。产业资本
出现罕见的净增持， 这主要是
因为减持力量大幅减弱， 减持
家数和减持数量均处于今年的
低位水平。 同时增持力量也有
所增强， 近两周增持家数回升
到
20

家左右。从结构来看，主板
依然是增持的主体， 中小板和
创业板依然是减持的主体。

五、政策加力可期，静待
质变之时

11

月份金融数据显示当
前实体经济资金面偏紧、货币
增速偏低，从

10

月开始的政策
“微调” 仍没有扭转货币增速
下滑的态势，目前偏紧的宏观
流动性可能无法满足“稳增
长”的需要，这可能倒逼政策
放松力度加大。上周的银行业
新监管标准推迟、周五央行干
预汇市已经透露出“微调”力
度加大的信号。降准、新增信
贷规模的扩大将成为未来政
策加力的标志。但短期内受累
年末因素市场流动性难以有
效改善，市场情绪在悲观预期
下向上修正幅度有限，市场整
体可能仍将维持弱势震荡格
局。

投资顾问：杨景丽
执业编号：

S0960611040010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风险自负

尊敬的投资者：中投证
券百度知道正式上线了！

“中投证券百度知道” 总结
了日常客户咨询的各种疑
难问题， 汇集近

11

万字，共
分为

10

大类
54

个栏目，是目
前业界独一无二的证券知
识大全库。 大家只需登录
http://zhidao.cjis.cn

， 就可以
查询到你想要咨询的各种
有关证券知识问题答案。如
果您有更好的建议，请拨打
咨询电话

0376-6305999

，提
出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将尽
力解答并完善内容。谢谢大
家的支持。

多寄些“绿色贺年卡”

编辑同志：

元旦前夕，笔者的电子信箱
里收到三十多封大学同学、毕业
学生、 亲朋好友等寄送过来的
“贺年卡”。看着这一张张设计新
颖、又很低碳的“贺年卡”，笔者
不禁为这种寄送“绿色贺年卡”

的做法拍手叫好。

往年每逢节日，尤其是到了
元旦、春节期间，一些人就开始
大叠大叠地相互寄送纸质贺年
卡，以表达对节日或对新年的祝
福，这已成为一种习惯。按说，一
张小小的纸质贺年卡，就是寄送
一百张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如果
把一张张纸质贺年卡加起来，数
字可就惊人了。这不但浪费了大
量的钱财，又不利于环保，而且
也无形中增加了邮政部门的工
作量，实在是弊大于利。

众所周知，纸质贺年卡大多
是用木质纤维制作而成的。据统
计显示，一张贺卡，要消耗

10

克
优质纸。假如

1

亿人每人用
1

张贺
卡， 就需要砍掉

3

万棵
10

年生树

木，耗电
10

万多度，排废水
30

多
万吨。可见，一张小小贺年卡的
背后， 隐藏着多么大的浪费啊！

这种肆意的浪费行为，显然与我
们今天所倡导的建设节约型社
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再说，

大量砍伐树木，实质上是对森林
资源的掠夺，必然会破坏生态环
境，确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笔者以为， 通过发邮件、短
信、

QQ

等方式来寄送“绿色贺年
卡”，既可同样表达对亲朋好友的
关怀、问候和良好祝愿，又经济实
惠，还可以保护环境，这不失是一
种绿色、文明的祝福方式，无疑值
得我们借鉴、学习和提倡。

眼下，元旦、春节就要到了，

笔者衷心希望大家少寄送纸质
贺卡， 多寄些“绿色贺年卡”。

读者：叶金福

日前，信阳罗蒙集团前往马家畈村慰问该村留守妇女儿童，共捐赠价值
1

万余元的大米和食用油。图为捐赠
现场。 本报记者赵锐摄

我国近三年加固改造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3亿多平方米

本报讯（吴晶璩静）教育部
部长袁贵仁

12

月
２８

日说，近三年中央
投入

２８０

亿元， 地方各级政府投入
２０００

多亿元，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
程， 对

３

亿多平方米存在安全隐患的
校舍进行加固改造。

12

月
２８

日，袁贵仁受国务院委托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实施情况。

袁贵仁还介绍说， 最近正抓紧制
定《校车安全条例》，中央、地方和社会
各界共同努力，确保中小学幼儿园学生
上下学安全。 还针对我国一些民族地
区、 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不良状况，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
１６０

多亿元，按照每
生每天

３

元的标准， 在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地区，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约

２６００

万人。

针对学前教育“入园难”问题，袁

贵仁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
拟安排

５００

亿元， 重点支持中西部地
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
育。全国

３１

个省市区以县为单位编制
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数据显
示，

２０１０

年全国幼儿园比
２００９

年增加
１．２

万所， 在园人数增加了
３１９

万人。

通过实施三年行动计划， 全国将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

９

万多所，新增在园
规模

５００

多万人。

此外，去年以来，中央投入
１５６

亿
元加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和办学条
件建设； 投入

４５６

亿元完善对地方高
校的支持体系，支持提高生均拨款水
平和化解债务，改善办学条件。

□

本报记者赵锐

□

本报记者郝光

□

李春富

□

王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