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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

信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热烈祝贺第十四个中国记者节

向全市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中共光山县北向店乡委员会

光山县北向店乡人民政府

信 阳 市 第 九 中 学

热烈祝贺第十四个中国记者节

向全市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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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日在全国人大机
关举行的第四场关于修
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集体采访中， 关于加
大违法经营责任的讨论
十分热烈。其中，关于增
加虚假广告代言人的责
任、 如何界定精神损害
赔偿、 提高行政处罚力
度等方面的规定， 成为
媒体关心的焦点话题。

虚假广告哪
些人要担责？

针对虚假广告充斥
电视节目、 明星代言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等损害
消费者利益的情况，新
修改的消保法强化了虚
假广告发布者的责任，

同时规定了虚假广告代
言人的责任，同时规定，

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个人在此类虚假广告或
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
者推荐商品或服务，造
成消费者损害的， 也承
担连带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民法室主任贾东明
指出， 这次修改特别强
调了关系消费者生命
健康的商品和服务的
虚假宣传，这也是在消
法修改过程中，经过调
研、常委会审议确定的
修改内容。

中国消费者协会法
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
剑评价：“这是本次修改
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她认为， 把发布者的责
任也纳入法律规范范
围， 将有利于提升媒体
的公信力。 在发布广告
时， 媒体会更加注重审
核义务， 更加注重自身
的信誉给消费者带来的
影响。此外，关于广告代
言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
定， 对将来消费者维权
会有很大帮助。

北京市消法学会副
会长张严方说， 把广告

的代言人作为个人直接纳入进来， 这样的惩处更
有力度，同时也把消保法和其他的法律相衔接，填
补了广告法中监管上的“真空地带”。

精神损害赔偿“视情况定”

新修改的法律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应当赔偿
什么费用， 造成残疾和死亡的， 应当赔偿什么费
用；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作出了规定。

针对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
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张进先说：“实
践中我们有一个客观标准， 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而
定，包括当地的收入水平，侵权人的主观恶意程度、

支付能力等，涉及程度的，要通过双方协商确定。”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邱宝昌则认为，按
照法律规定，只要经营者搜身了，那就应当对消费
者进行赔偿， 否则可能经营的义务或责任就得不
到制止。

提高行政处罚，防止“共犯”空间
修改后的法律加重违法经营责任的另一个重

要体现，就是强化行政保护力度，提高行政罚款上
限。 如行政部门对经营者违法行为的处罚由原来
的没收违法所得、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改为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由原来的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改为处以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

这一罚款额的增加，在实施过程中，如何防止
行政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共犯”空间？

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副局长黄建
华表示， 提高行政罚款上限本意是加大违法者成
本，以震慑违法者。如何把握好行政自由裁量权，

是一个老问题。 工商部门一直在加强办案的内部
监督措施，比如，设立复核机关，采取一办一审、局
长签字的流程。这种流程实为一种制约，复核可以
调原始案卷，还可以请当事人重新谈，重新取证。

另外，工商部门还设立了信息化系统，比如，分管
局长立案签字了，才能走下一个流程，否则提交不
了，立不了案。

黄建华介绍，这种流程的严格，还体现在实体
情节把握上。所有情节的轻重及表现，都必须细化
在表格里，进入到系统里，办案人员最后据此确定
个案处罚数。

（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３１

日电）

“红头文件”卖烟，吐出“权力烟圈”

———湖北公安县屡曝摊派烟酒

政府发“红头文件”，层层摊派卷烟销售；财
政出钱设“奖金”，村镇干部变成“推销员”……

为刺激当地烟草消费， 湖北省公安县日前曝出
摊派怪事。

早在
２００９

年， 新华社就报道过公安县发文
下达“公务用烟”任务，用“查烟头”办法检查落
实。如今，“有形之手”再现越界的荒唐，凸显了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紧迫性。

政府摊派卖烟酒全县人均
６０

包烟
记者近日赴公安县实地调查得知， 这份名

为《公安县
２０１３

年烟草工作考核办法》的“红头
文件”， 由县卷烟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于

２

月
２７

日
下发， 明确提出全县销售卷烟必须达到

２５１００

箱。按照每箱
２５０

条，每条
１０

包计算，共有
６２７５

万
包。而公安县现有人口

１０５

万左右，相当于每人
每年要抽

６０

包烟。

这些销售任务被下分到各乡镇。 记者在上
述文件里看到，公安县所辖的

１６

个乡镇中，根据
烟民人数，都被分数量不等的任务，最多的斗湖
堤镇达

４１６５

箱；最少的黄山头镇也有
８１９

箱。

为落实上级任务， 一些乡镇也专门制定配
套方案，将任务分解到各村。但村里就无法往下
分解，只好请经营户帮忙。章庄铺镇荆红村一家
副食店店主告诉记者， 村干部会找当地商铺帮
忙卖烟，“但肯定要给我好处费，否则不干，一般
是每件给

５０

块。”

被摊派销售的不仅仅是烟，还有酒，只是形
式更隐晦。记者调查发现，公安本地产的“黄山
头”酒销售，也有镇村干部的“功劳”。

记者在夹竹园镇多家零售店看到， 店里都
堆放着不少“黄山头”酒。几位店主告诉记者，每
年下半年，村干部都送来一二十箱酒要求代销。

事件在网上“曝光”后，县里有关方面要求不得
对外讨论此事。记者致电章庄铺镇玉虚阁村支书彭
道章时，他连忙否认村里参与烟酒销售。但据统计，

玉虚阁村香烟销售任务已完成全年的
７０％

以上。

大张旗鼓考核“钱袋子”诱惑
无论是通过“红头文件”明确卷烟指标，还

是村干部被质疑沦为白酒“推销员”，背后都隐
见“利益驱动”。

《公安县
２０１３

年烟草工作考核办法》显示，

全县全年烟草市场工作经费总额为
１００

万元，各

村镇按照销售任务完成百分比拨付； 超额完成
且排名靠前的乡镇有奖励， 完成任务不足

９５％

的乡镇，不予拨经费。据了解，这
１００

万元经费来
自地方财政。

在奖励激励的作用下， 一些乡镇为了提升
排名，拿到更多奖励，甚至将烟草销售情况与村
干部工资挂钩。

章庄铺镇镇长呙于松说：“村干部工资分为
基本工资和浮动工资两部分， 浮动工资根据重
点工作完成情况来确定， 烟草整治是重点工作
之一，完成情况影响着浮动工资。”章庄铺镇荆红
村干部也证实，工资受到烟酒销售任务的影响。

采访中， 有村民反映， 部分村为了完成任
务，甚至从村级财政中拿钱“内部消化”。公安县
政府新闻发言人袁碧峰证实：“目前， 已查证章
庄铺镇同心村、荆红村因烟草工作，村级财政存
在亏损，具体的亏损原因尚在调查。”

地方财政出钱，县政府下文，大张旗鼓卖烟
是为何？公安县烟草专卖局局长龚联华说，全县
烟草领域每年缴税约

３０００

万元， 其中地税约
１０００

万元。但目前市场上，有
１５％

左右的非正规
渠道进货或假冒伪劣的卷烟， 这部分烟都是偷
税漏税，加大香烟销售管理，有利于挤占这部分
市场，增加税收收入。

公安县加大本地酒的销售也因为这一点。

黄山头酒业一位董事告诉记者：“去年， 黄山头
酒业在公安县销售量只占

１３％

左右， 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提高本地的销量就可以多交税。”

“摊派恶习”频现“权力烟圈”作怪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安县紧急下发通知，宣布撤销
有关烟草销售任务的文件。袁碧峰介绍，目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三级联合调查组正在作
进一步调查。

事实上，这已不是公安县第一次下发“红头
文件”摊派烟酒销售任务。早在

２００９

年，新华社
“新华视点”栏目就报道了公安县“红头文件”要
求公务用烟之事。 当时很快叫停。 一些村民反
映，此后不久，这一现象又“死灰复燃”。

一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地方政
府积极销售烟酒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某品
牌烟酒在当地卖得好， 厂商或代理商都会给相
关部门送上一定量的烟酒予以“感谢”。

今年
８

月开始，公安县全面开展“力拒舌尖
浪费陋习”的专项治理活动，但效果似乎并不理
想。 袁碧峰说：“出于支持、 服务本地企业的考
虑，公安县确实公开倡导过喝本地酒。”

当前，中央正在要求各级政府转变职能，地
方政府的“有形之手”更不能乱伸。武汉市政府
咨询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赵振宇表示， 改革就是

要做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加减法，理顺各
自的关系。摊派“红头文件”屡屡出现的背后，是
地方狭隘的发展观、片面的政绩观在作怪。

事实上，国务院
２０１０

年曾专门下文，清理乱
收费、滥罚款和乱摊派的政府“红头文件”。专家
认为，地方政府以监管市场之名，行地方保护之
实，干涉市场秩序，看起来是为了增加税收，实
质上破坏了市场公平，导致恶性竞争，丢掉了政
府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职能。

（新华社武汉
１０

月
２９

日电）

１０天６起“白色暴力”，谁让医生坐在“火山口”？

———医患纠纷事件频发背后

２９

日，浙江省卫生厅表示，将建
立医疗场所警铃、监控、安检和安保
措施；几天前，有关部门出台意见，医
院要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
３％

或
２０

张病床
１

名保安的标准配备。

密集出台的措施背后，正是近日频繁
发生的患者伤医事件。

“白色暴力”不断刺激公众神经，

根治医患矛盾“药方”又在哪里？

恶性事件频发，一些大
医院成“重灾区”

１７

日，多名患者家属打砸上海中西
药大学附属某医院，并拉扯打骂医务人
员；

２１

日，医生熊旭明被患者家属围殴，

眼角受伤、脾脏破裂；

２５

日，浙江温岭第
一人民医院，一名医生被刺身亡，两名
医生受伤……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

１０

天里全国共发生
６

起患者伤医事件。

这几起暴力伤医事件中，一些医
生是“无辜受害”：浙江温岭案件的施
暴者杀害的并非主治医师而是“恰巧
在办公室”的另一名医生，而广东熊
旭明医生拒绝家属进入

ＩＣＵ

病房实属
遵守医院规定， 却招致一顿暴打，他
曾经荣获过抗击非典二等功。

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和矛盾才
能让患者将尖刀和拳头抡向诊室里
的医生？

“不难发现，三级医院、地区性中心
医院成医疗纠纷重灾区。” 中国医师协
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说，这类医院

诊疗量大、疑难险症多，一旦治疗效果
与患者预期不符，容易出现矛盾；还有
一些患者排两三小时队，医生三五分钟
就打发了，心存不满，却没看到有些医
生一天看几十个号，连水都不敢喝！

事实上，很多无辜医生受害恰恰
说明了有些人行凶时已无理智。一些
病患常年奔波寻医问诊，委屈和愤懑
压在心口，有时医生一个小小的苛责
或是一个小动作都可能引发不满情
绪，进而演化为暴力伤医。

与此同时，误诊误操作、诊疗费
用高、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等原因也
是“导火索”。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的一项数据显示， 委员会成
立两年多来， 医院有责案件为

１８００

多
件，超半数医疗纠纷中医院存在过失。

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统计，自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
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
年上升

２２．９％

。 中国医院协会的一项
调查显示，

２０１２

年， 中国每所医院年
平均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约

２７

次。

“实际上人类所面临的疾病只有
约四分之一可以找出病因，其中又有约
十分之一可对因治疗，其余只能对症治
疗，但普通百姓对此认识远远不足。”山
西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刘洋说。

２０

张病床配一保安：

“无奈之举”可否“治本”？

近日，国家卫计委联合公安部紧
急发布《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
建设指导意见》， 医院要按照不低于
在岗医务人员总数

３％

或
２０

张病床
１

名保安的标准配备。

“防护加强了， 可心里还是不踏
实， 生怕袭击突然发生。”“本来就是
‘大医院小患者’，一进医院就感到紧
张，难道我们花钱看病，还要接受精
神约束？” 医院将加强安保力量配备
的消息一出，便引发各方争议。

用安保甚至警力维护医院秩序
的做法并非首次。此前，沈阳市

２７

名
公安系统领导被聘为

２７

家三级医院
副院长、武夷山市

１４

家医院聘请市公
安局民警担任综合副院长，此举一度
被公众质疑。

初衷毋庸多论，但安保警力入院
究竟有多大作用？北京某医院保卫科
负责人表示，一起恶性事件后医院加
强了安保， 但未见暴力事件减少，反
而制造了对立气氛。曾在北京协和医
院急诊科工作过的医生于莺谈起过
一个案例：“一名男家属在急诊吵闹，

来一保安制止， 却反而激起对立情
绪，被人高马大的男家属一把提起来
扔进大垃圾桶。”

“实则是头疼医头、 脚痛医脚。”

邓利强说，“部门多次出台规定制止
医闹，防止白色暴力，但总是治标不
治本， 是无奈之举。” 一位医院院长
说：“数十上百万元的安保投入单是
用来解决医疗纠纷都够了，增加安保
多出一块管理有何意义？”

广东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廖新波
坦言，加强安保是好事，但并不愿意
看到今后的医患关系一开始就建立
在对立、紧张的基础上。“就像有些患
者一进医院就拿着一个录像机、手机

摄像来就诊，在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
心态又如何？希望医患之间建立起一
种真正互相理解、包容的关系。”

寻找医患关系“药方”，

莫让医生成为一线“牺牲品”

近年来， 我国着力推进公立医院
改革进程，通过提高诊疗费用、推进医
药分离、大力发展社区医院等方式，来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不过，由于财政投
入不足、医院考核机制等原因，医院的
“逐利冲动”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据邓利强介绍，

８０

年代后期，国
家财政投入占大多数公立医院全年
需要费用的

６０％

， 此后逐年减少，到
了
２００９

年医改前后，占全部运营成本
的
２０％

， 也就是说剩下的
８０％

要医院
自己创收。 医院商业化越来越浓，一
度一些院长开会时第一句话就是“你
一年挣多少钱？” 收入增长考核成为
许多医院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眼下，医疗卫生领域，护理、诊
疗服务的费用与成本并不成比例，甚
至出现价格倒挂，一些医生以开‘大
药方、大检查’创收，医院商业化、盈

利化普遍存在，加剧了患者的反感和
不信任感。”邓利强说。

此外，医疗资源供求失衡也是医
患矛盾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数据显
示， 全国

８０％

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
市，其中

３０％

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
繁重的诊疗任务难免影响医疗质量。

冷静地看， 发生纠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用对抗代替对话，在社会深
刻变革、 人们诉求日益多元的当下，

只有寻求到医患沟通的“最大公约
数”，才能和谐医患关系。

这种“公约数”并非不存在。在北
京儿童医院，有着“

Ｂ

超神探”之称的
医生贾立群从医

３６

年，接诊
３０

多万名
患儿，无一漏诊误诊。贾立群说：“听
着孩子揪心的哭声，看到这些排队的
家长们，我觉得作为一名大夫，为他
们做任何事都是值得的。”

专家表示， 医生多换位思考才能
获得病患的理解和信任， 对于医生的
付出患者应当用理解和尊重来取代无
理取闹。同时，要建立完善医疗纠纷处
理机制，将患者维权制度化、法制化。

（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３０

日电）

还有多少荒唐的“红头文件”亟待废除？

政府下文摊派卖烟酒，指标明确到村镇，全
县人均

６０

包，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
２９

日播发
的湖北省公安县以“红头文件”摊派销售香烟的
怪事，令人咋舌，类似的“红头文件”俨然成为乱
摊派、乱收费行为的“护身符”。

政府公文，本应关乎民生福祉，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烟酒销售，本是市场行为，但少数地方
政府直接插手其中，无疑是严重的“职能错位”；

专门下发文件明确指标任务， 实属对公权力的
放纵。

仅在湖北，已有多地被曝出现“红头文件”

摊派行为。

２００９

年，同样是公安县下发“红头文

件”， 规定全县一年公务用烟要达到
２３０００

条。

２００６

年，汉川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指定专门
的公务接待用酒。

２００７

年，洪湖市下发“红头文
件”，分解公务用烟指标。

放眼全国，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要求
全县干部职工到特定景点旅游， 有的要求副科
级以上干部每人至少销售一套住房， 还有的向
职工摊派高息集资……

荒唐的“红头文件”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

甚至在同一个地区反复出现， 往往源于地方官
员急功近利、 谋取政绩的执政心理作祟。“唯
ＧＤＰ

论” 的政绩观盛行， 一些干部追求经济增
速，不惜通过多种途径摊派任务，实现地方财政
的“曲线增收”。

政府部门越俎代庖， 或许能够获得短期利
益，但却损伤了“红头文件”的权威性，损害了群
众的切身利益，削弱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摊派
式的“计划指令”，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
准则，也有悖于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暴露
了部分地方政府执政水平的不足和执政理念的
偏差。

政府越位行政的背后， 难免让人怀疑是否
存在利益输送。如何才能让文件不走样？只有着
力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清
理，才能减少违反法律、有悖政策、显失公平的
“问题文件”的出现。

当前，中央正在力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对
市场的直接干预，而地方政府借“红头文件”参
与市场的行为，显然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整风
肃纪，大力弘扬为民、务实、清廉之风，不仅要从
理念层面进行革新， 更需要通过科学执政切实
践行。至少，一些地方政府应该扪心自问———还
有多少荒唐文件亟待废除？

（新华社武汉
１０

月
２９

日电）

□

新华社记者徐海波梁建强

□

新华社记者徐海波梁建强

□

新华社记者叶锋刘敏
赵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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