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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韬奋书店
２４

小时店自
４

月
８

日开始试营业后， 引来的
社会关注超出了很多人的预
想。不少爱书人感慨，呼唤了这
么多年，终于有了“不打烊的深
夜书房”。书店

２４

小时营业以来
的火爆销量， 为不少陷入困境
但一直苦苦进行文化坚守的实
体书店带来了启示和动力。

实体书店在坚守
中经历“阵痛”

不容否认的是， 实体书店
的发展并不乐观， 日益高企的
物业和人力成本，线上书城、电
子书的大幅冲击， 以及人们阅
读习惯的改变， 使几乎所有的
纯书店都难以再保证盈利。

曾几何时， 实体书店经历
了被称为“哀鸿遍野”的阶段：

２０１０

年年初，号称“全球最大全
品种书店” 的第三极书局因严
重亏损而倒闭；

２０１１

年，中国最
大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
书店倒闭；风入松、单向街圆明
园店淡出人们视野；席殊书屋、

思考乐书局等名噪一时的民营
连锁书店，均关门或被收购。

有数据显示， 上海的实体
书店数量曾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０００

余
家，降至

２０１１

年
２３００

余家。上海
书城淮海路店、 季风书园旗舰
店、 专营二手书的小朱书店等
先后遇到各种困难。

国营书店的日子同样也不
好过。 三联韬奋书店曾连续几
年，每年亏损几百万元，甚至一
度面临关门的窘境。 除了进行
裁员、节流、开源、尝试引进大
众读物等改革， 三联韬奋书店
还将二楼租赁给雕刻时光咖啡
馆。

不断调整迎来了转折点，

三联韬奋书店在
２０１０

年实现盈
利， 营业额按

１０％

的速度增长，

并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底迎来更大的利
好消息： 书店获得

１００

万元的中
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

与三联韬奋书店一同获得
扶持的还有北京、上海、南京等
１２

座城市的
５６

家实体书店，其
中民营书店

３５

家， 国有书店
２０

家，港资书店
１

家，总奖励资金
达到

９０００

万元。

政策扶持点亮了
书店的“灯”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 图书批发
和零售环节可享受为期五年的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在此之
前，图书销售环节增值税率为

１３％

，而实体书店的盈利部分还要
缴纳

２５％

的所得税。 针对三联韬奋书店
２４

小时营业后的成本问
题， 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算了一笔账：

２０１３

年三联韬奋书店
有
４０

万元盈利，免增值税后可多得
６０

万元，再加上国家补贴
１００

万元，且书店不用交房租，这样资金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

在中央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同时， 上海和浙江最先出台
实体书店扶持政策。上海市在“十二五”期间，每年对实体书店
扶持资金的额度不低于

１５００

万元，目前已累计投入
２３５０

万元。

浙江省设立农村出版物发行小连锁扶持资金， 杭州市和温州
市自

２０１２

年起每年安排
３００

万元专项资金扶持民营书店。

此外，天津市自
２０１３

年起，连续
５

年，每年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的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江苏省在文化产业引导资金中设立

５００

万
元的实体书店扶持资金。四川省成都市拟从

２０１４

年起，每年从
市财政拿出

３００

万元用于扶持实体书店。

一系列利好激发了实体书店发展的积极性，一批特色书店
逆势而上：北京字里行间书店仅

２０１３

年就新开
６

家书店，京沪地
区连锁店总数已达

１２

家； 江苏先锋书店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以来连开
３

家店———南京中山陵美龄宫店、南京博物院新生活书局和安徽
黟县碧山书局；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开业的湖北武汉卓尔书城， 总投资
１．７

亿元，面积达
４０００

平方米。

据总局印刷发行司司长王岩镔介绍，

２０１３

年发行单位年
度核验结果显示，全国共有发行网点（即实体书店）

１７３９９０

个，

比上年增加
２．１％

，表明一些实体书店退出市场的同时，也有
一批实体书店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出版物市场， 且实体书店仍
然保持零售市场的主要地位。

为了进一步扶持实体书店发展，今年
４

月，财政部出台政
策， 将实体书店扶持试点范围由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个试点城市扩大为
１２

个省份。

在求变应变中挂好这盏灯
在实体书店获得政府扶持的基础上， 转型也摆在书店经

营者面前。

台湾地区的诚品书店一直在业界大名鼎鼎。 然而到过诚
品的人会发现，诚品已经形成了图书

＋

商场的发展模式。图书
经营主要是建立起品牌影响力，创收主要依靠其他部门。近年
来快速发展的字里行间书店，同样在做图书

＋

百货
＋

咖啡的书
店模式，资本的支持和经营策略变得尤为重要。

始创于新加坡的
Ｐａｇｅ Ｏｎｅ

在北京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
路，其英文书所占比例巨大，差异化经营带来了更高的利润。

但即便如此，面对着国贸、三里屯等地高昂的房租，

Ｐａｇｅ Ｏｎｅ

依然吸纳了“图书
＋

创意产品
＋

咖啡厅”的模式。

三联韬奋书店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光临， 今后将长期
推绝版书、作者签名书、毛边书、限量书等

４

类书，并将这些书
在淘宝店上进行销售和拍卖。

“虽然购书便捷的网络书店给实体书店带来冲击和挑战，

但实体书店仍可以依靠环境的多元和服务的丰富打造文化地
标、文化沙龙，让人们愿意去。就像一家餐厅，不仅仅提供菜
肴，还要用好的厨师和氛围吸引大家。”著名作家、文化部前部
长王蒙说。

书店对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联书店所开启
的这种

２４

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应该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成
为都市里许多夜归人温暖的去处。

正如那句经典的话：“是谁传下这行业， 黄昏里挂起一盏
灯。”书店的灯，照映出的是文化传承的阑珊，传递的是沉静，

守住的是灵魂， 积淀的是定力———这恐怕也是很多实体书店
还在坚持着“做书店”的精神原力。

（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５

日电）

乙 肝 疫 苗 ， 歧 路 踌 躇 ？

———透视湖南部分地区出现乙肝疫苗“零接种”现象

４

月
２５

日是第
２９

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

主题是“接种疫苗，保障健康”。记者调查发
现，受去年“疑似接种乙肝疫苗异常反应病例
事件”影响，今年以来，湖南部分地区乙肝疫
苗接种率下降

３０％

左右，部分地区社区卫生院
曾多天出现乙肝疫苗“零接种”的情况。

公众的担心为何难以消除？ 接种率下降
会否引发乙肝感染率回潮？ 如何重建公众信
心？

“疫苗疑云”未散接种率下
降
３０％

去年
１１

月，湖南衡阳、汉寿县共有
３

名婴
儿接种深圳一家公司生产的乙肝疫苗发生不
良反应。其中，衡阳两名婴儿不幸死亡，常德
婴儿经抢救恢复良好。

湖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立冬告诉记
者， 去年涉事的乙肝疫苗送检后未发现其存
在质量问题， 目前这家深圳公司生产的疫苗
已重新在湖南投入使用。

记者发现，随着时间推移，笼罩在家长心
头的“疫苗疑云”还未散去。在发生“疑似乙肝
疫苗不良反应事件”的湖南衡阳、汉寿地区，

部分家长表达了对乙肝疫苗安全性的担忧。

汉寿县龙阳镇北郊居民李姣告诉记者：

“我想起女儿之前接种过乙肝疫苗就很后怕。

虽然卫生局说疫苗质量很安全， 但我还是担
心，毕竟只有一个孩子，害怕打疫苗出事！”

家住常德武陵区的吴洁女士说：“我问了
医生接种疫苗的安全性， 也上网查了相关资
料，但仍然纠结，万一产生不良反应怎么办？”

“医生说疫苗从疾控中心送到市里再到
县里，在长途运输途中，怎么保证疫苗完好无
损？ 要是在运输途中疫苗受潮或被曝晒后变
质怎么办？孩子接种了变质的疫苗发生意外，

又由谁来负责？” 衡阳一位对接种疫苗仍持
“观望”态度的家长说。

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厅与湖南省疾控中心
获悉，受去年“疑似接种乙肝疫苗异常反应病

例事件”影响，今年以来，湖南多地出现拒绝接
种疫苗情况，目前湖南省部分地区乙肝疫苗接
种率下降

３０％

左右，其他疫苗接种率也出现下
降。

疾控部门： 接种率持续下降
恐引疾病回潮

湖南省疾控中心主任李俊华担心地说，

“目前湖南多地乙肝疫苗接种率下降
３０％

。虽
然暂时没有出现乙肝疫情反弹， 但长期来看，

如果乙肝疫苗接种率继续下降，那么乙肝疾病
发病率恐有上升。”

湖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陈焱告诉记者，

在乙肝疫苗事件之前，湖南省疫苗相关疾病的
发病和死亡一直处于低水平，其中麻疹

２０１１

年
发病率仅

０．１５ ／ １０

万，降至历史最低。目前疾控
部门监测到，随着麻疹疫苗接种率下降，目前
湖南麻疹疫情出现回升迹象。“如果各种疫苗
接种率继续下降，或使一些传染病重新流行。”

陈焱说。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所长钟燕教
授指出，由于疫苗的生物学特性和人体的个体
差异（健康状况、过敏性体质、免疫功能不全、

精神因素等），有少数接种者会发生不良反应，

如局部红肿、疼痛、硬结等局部症状，或有发
热、乏力等全身症状，这些副反应大多轻微，相
反不打疫苗反而会让婴幼儿面临更大的患病
风险。

记者了解到，为了确保疫苗安全，目前湖
南建立了乙肝疫苗批签发、运输、储存、接种全
过程监管体系， 确保疫苗安全质量“无缝”监
管；实施疫苗批签发“双保险”制度：一方面药
品检验机构要在实验室按照标准对疫苗各项
指标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药品检验机构要对企
业提交的生产过程质量控制进行严格审核。

政府公信力受损公众可以
相信谁？

“打疫苗预防传染病” 本是基本的卫生常
识，如今却成为部分家长心中的纠结。尽管卫
生、疾控部门多次向公众宣传接种疫苗的必要
性和疫苗的安全性，效果仍然不明显。

部分受访群众认为，一方面，政府在疫苗
接种风险、不良反应发生率、疫苗事件调查结
果等信息发布上显得过于“谨慎”；另一方面，

在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回应称是
“偶合症，与疫苗质量无关”，让人怀疑政府角
色发生“错位”，由“监管者”变为企业的“利益
共同体”，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唐北沙教授认
为，重建公众对疫苗安全的信心，需要政府处
理公共卫生事件时进一步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公正。唐北沙建议，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系统，将预防接种后疑似
异常反应的监测数据定期向公众发布、 解析，

加强公众对疫苗接种风险认识。

唐北沙等专家建议， 提高国产疫苗研发、

生产水平，提高疫苗生产企业准入门槛，打造
一批产权清晰、产业化程度高的高质量疫苗品
种，保证疫苗质量；加强对疫苗生产、运输、储
存、接种监管，建立不良生产企业退出机制，对
造假企业和相关负责人进行严厉的惩罚，提高
企业违法成本；建立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救济基
金，建立补偿救助机制，保护被接种人群的合
法权益。

(

新华社长沙
４

月
２５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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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发生的医患冲突引
起社会持续关注。

２４

日，五部
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处
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
秩序的意见》。严惩和重罚将
在较大程度上减少暴力伤医
事件， 但要真正解开医患纠
纷之结， 还需要从源头上有
效预防、 减少和化解医疗纠
纷。

医患纠纷，非一方之过。

就医方而言， 长期处于经费
少、人员缺、超负荷的运行状
态， 医务人员提供医疗服务
时态度欠佳、沟通不够，就可
能给患者和家属造成不信任
感， 加重心理负担， 引发纠
纷，“以药养医” 的积弊更让
患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就患方而言，挂号的艰难、排
队的辛苦造成的种种埋怨往
往在面对医生时集中爆发出
来， 还有部分患者缺乏必要
医学常识， 对治疗效果期望
值过高。

无论是医方的责任，还
是患方的问题，归根究底，都
有赖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通过破除“以药养医”、优化
资源配置、 畅通救济渠道等
措施，营造良好的医疗氛围，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釜底抽薪”化解医患纠
纷，要破除“以药养医”。当医
生的收入与其给患者开具的
检查单、药品单相关联时，医
生如何能始终如一地保持足
够的道德感？ 患者如何能全
心全意地建立起对医生的信
任感？

“釜底抽薪”化解医患纠
纷， 要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２０１３

年媒体报道的医患冲突
事件中，

２８

起事件中有
２２

起
发生在三级医院，其中

２１

家是三甲医院。这一数字显然
不是因为三甲医院医疗服务水平差， 而是由于医疗资
源配置不均，大医院病人流量大，医护压力大，患者很
难获得细致耐心的医疗服务。

“釜底抽薪”化解医患纠纷，还要畅通救济渠道。刑
法只是调整社会关系、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发生医疗纠纷后， 畅通的救济渠道和调解仲裁机制
能帮助双方加以妥善处理，避免矛盾激化、升级引发违
法犯罪行为。

化解医患纠纷，构建良好医疗秩序任重而道远，五
部门联合出台《意见》，严惩涉医犯罪，只是其中重要一
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医药保障水平
和质量，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好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构
建和谐医患关系。

（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４

日电）

聚焦惩治涉医犯罪意见的三个看点

在近些年来多起涉医犯罪行为的背
后，医患矛盾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
突出问题。

２４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
联合公布了《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
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 这部意见的
出台，将成为遏制、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

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

为司法实践提供处罚依据
在处置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时，意见规

定， 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应及时出警、快
速处置，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及时立案
侦查，确保侦查质量。人民检察院应当及
时依法批捕、起诉，对于重大涉医犯罪案
件要加强法律监督，必要时可以对收集证
据、适用法律提出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加
快审理进度，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
上依法准确定罪量刑， 对于犯罪手段残
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
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涉医犯罪行为，要依
法从严惩处。

“一直以来， 由于有关医疗纠纷问题
司法解释的缺位，法律的可操作性有待提
升。公安机关在处理涉医类案件时往往不
好把握分寸，法院审理这类官司的时间也
很长， 上诉方等待两三年的情况很普遍，

十分耗费精力和财力。” 北京律师协会医
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万欣说道。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第五
庭副庭长马岩表示，经过调查研究，近年
来，暴力杀医、伤医，侮辱恐吓医生等涉医
违法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尤为突出。

“意见规定了故意杀害、伤害医务人员，非
法限制人身自由，侮辱恐吓医务人员及扰
乱医疗秩序等六类典型涉医违法犯罪行
为将受严惩。这样，司法机关在处罚打击
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时，法律依据将更明
确，‘快侦、快诉、快审’也将更具操作性。”

精准定位剑指职业“医闹”

专家指出，意见的一大亮点，是提出
要对故意扩大事态、教唆他人实施涉医违
法犯罪行为或借医疗纠纷实施敲诈勒索
的“医闹”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
法有关规定从严惩处。

“小闹给小钱，大闹给大钱，不闹不给
钱。”万欣认为，近年来全国涉及医闹的医
疗纠纷案件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主要
原因在于医患之间的沟通机制不顺畅，患
者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医疗纠纷的难度较
大。

记者了解到，在正常情况下，出现医
疗纠纷首先应寻求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如
调解失败再选择司法诉讼。但是，我国现
行调解机制推行时间还不长，群众对此不
太熟悉，对其公正性也存疑虑。而一旦选

择法律维权， 就将面对漫长的司法程序，

耗费巨大的金钱精力，这让许多患者心生
畏惧，宁愿去找“见效快”的“医闹”处理。

万欣指出， 我国目前的法律中还没
有针对“医闹”的相关条款，因此，“医闹”

频频利用法律漏洞打“擦边球”，司法机
关在处置时存在顾虑。“去年北京发生过
一起案例， 患者本人不接受治疗最后死
亡，但患者家属拒绝了医院的调解提议，

提出
２００

万元赔偿，并在医院门诊大厅聚
集了一个多月。尽管医院多次报警，但由
于在医院静坐是否属于寻衅滋事等问题
难以界定，最终，医院只得妥协。”他表
示，本次意见明确提出对职业“医闹”要
严惩不贷， 这一执法困境将有望得到解
决。

三道程序化解医患纠纷
专家认为，绝大多数的医患双方还是

相互配合的，有着“治好病”的共同目标，

出现纠纷的是少数。

以北京市为例，统计数据显示，北京
２０１３

全年的门急诊量达到
２．１６

亿人次，出
院
２７０

万人次，医患纠纷、医疗投诉率为十
万分之二。

“然而， 一旦出现严重的医患纠纷甚
至伤医行为， 造成的社会影响就十分恶
劣，对医患双方来说都是悲剧。”马岩说。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指
出， 意见为处理医疗纠纷规定了三道程
序： 医疗机构应设立专门的投诉管理部
门，畅通投诉渠道，做到投诉必管、投诉必

复。对于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不成的医
疗纠纷，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在第三方
调解无效等情况下起诉至法院的医疗损
害赔偿案件，法院应及时立案受理、依法
判决，切实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利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 全国医疗纠纷人
民调解组织达到

２９２５

个，基本实现地市全
覆盖。

２０１３

年共受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案
件
５.３

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到
８０％

以上。”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认
为，第三方调解机制在解决医患纠纷时行
之有效。

记者了解到，一些医院确实存在服务
态度差、过度检查、小病大治等问题，这些
问题让患者身痛心更“伤”。

对此，意见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要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加强医
德医风建设，改善服务态度，注重人文关
怀，尊重患者的隐私权、知情权、选择权等
权利，根据患者病情及实际需求，采取适
当方式进行沟通，做好解释说理工作。

孙军工坦言， 刑法只是调整社会关
系、处理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从源
头上有效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特别是
在发生医疗纠纷后加以妥善处理，避免
矛盾激化、 升级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才
是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关
系的治本之策。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提高医药保障水平和质量，才能从
根本上维护好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理
顺医患关系。

（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４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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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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