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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3日晚，在重庆忠县马灌镇鹤林村附
近，21岁的农民田厚波驾着一辆货车在夜归途中，撞
伤了女乞丐，他选择了逃逸；怕事情败露了自己有麻
烦，事发回家后1小时里，趁着黑夜，驾车返回现场，
残忍地用左后车轮将她轧死。他下车后确认死者死
亡，然后抛尸。5月7日，田厚波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
拘。(5月8日《楚天都市报》)

进入“药家鑫案后时期”，我们的社会已为此类
故意撞杀案承受了过多的酸痛，如今可以说法律与
道德真的已经伤不起了。尽管田厚波可能并不知道
药家鑫，但性质同样恶劣。药家鑫是撞伤张妙后，看
见她似乎在记自己的车牌号，而将平时用来弹钢琴
的手握紧尖刀下车连刺6刀；田厚波所撞倒的是一名

女乞丐，原本只是受伤，可田怕惹麻烦，事发1小时
里，又丧心病狂地返回现场，用左后车轮对准她的头
部，开动倒车挡，残忍地将其杀害。而且，田厚波竟有

“杀死的是个乞丐，应没人会管”这种让人后背冒冷
汗的可怕意识。

田厚波的这种意识，于我们社会每一个生命而
言，构成极严重的威胁。其主观恶性大、影响极坏。从
撞人到逃逸回家，再返回现场杀人，整整一个小时时
间里，他肯定有一个正常与理性思考的过程。人生在
世，应该具备起码的道德，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救同类
于生命险地而不是相反，这是每个人身上应有的意
识，也是对他人生命和自身生命的道义守护。但田厚
波未能这样做，而是在撞倒被害人后，不但不担心她

会死，反而巴望她速死。可见，田厚波的主观恶性完
全脱离人性之善，直奔兽性的极端。

此外，我们还要清醒地意识到，拥有“撞伤不如
撞死”和“撞死乞丐算不了啥”可怕意识的人不止田
一个。说严重点，这类案件是现实的一个缩影。在“药
家鑫案后时期”，如果尊重生命的教育还不迅速补其
短板，那么撞伤不如撞死的镜头还会出现，而把生命
按贵贱进行人为排序仍不缺现实投影。所以，对此的
思考不能止于田的落网。在对田人性泯灭进行咒骂
和对现行法律法规等制度缺陷的质疑中，我们更应
思考，到底是教育与制度缺陷诱使人变鬼？还是社会
极端私利化、敬畏生命意识的荒凉化造成这种现象？
诸如这些法律与道德的缺失，我们必须尽快补课。

当然，任何法律的修订与执行需要高额的社会
成本，但我们若今天不付出这种成本，明天就将会为
此而支付更加高昂的社会成本。而对公民的生命教
育，近年来一直停留在“浅表层”，一直缺失一种长期
和深层次的机制。相反，由于颇长一段时间以来的

“撞伤不如撞死”此起彼伏，这样的逆向积累，必然酿
制药家鑫案、田厚波案的极端残忍性与冷血性。

可以说，当前，我们越早填补相关车祸保险、赔
偿等法制之缺，越会掌握社会管理的主动，让那些并
非故意撞伤人的肇事者能摆脱不该有的赔偿恐惧；
我们越早启动敬重生命的社会化教育，就越能顺应
现代社会的发展所需。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具有人
性，抛弃“狼性”。

西安交通大学等4所高校招办负责人表示，
从今年开始，他们不看加分，只看“裸分”。这无
疑是一个顺应民意、尊重现实的理性之举。也许
有人认为，完全看分数，看“裸分”，是不是走了
回头路？探索是允许的，不等于探了就能够走
通。考场不是舞台，不是选秀，不是比才艺。如果
真有艺术细胞、有体育天赋、有特殊才能，也埋
没不了，这么多艺术、体育院校和专业，足够有
真才实学的人海阔天空，何必与普通学子去挤
高考独木桥？

设立“高压线”管住价格欺诈

经调查发现，沈阳市个别家乐福超市存在
“低标价签、高价结算”等涉嫌价格欺诈行为。这
对家乐福来说已不是第一次。管住价格欺诈，有
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拉起“防护网”，设立“高
压线”。对欺诈行为，不仅要处罚，而且要重罚。
对屡屡欺诈的不法商家，可列入黑名单，并向社
会公布，令其停业整顿，直至逐出市场。此外，还
应简化维权程序，强化维权意识，坚决支持消费
者维护合法权益。

“醉驾入刑”是尊重生命

“醉驾入刑”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对民意
的呼应，是现代社会的理性选择。但“醉驾”是一
种复杂且顽固的社会弊病，并不是“入刑”就可
以一下子消除的。毕竟法律是事后惩治，而先期
预防更重要。传统的酒文化中，“喝好”、“喝倒”
才是“心诚”的表现，这种庸俗的酒文化并不是

“醉驾入刑”能根治的，它需要社会道德和文化
的逐步熏陶和重塑。

教辅书乱象缘于学生“被资源”

书商东拼西凑、老师低买高卖、教育局违规
推荐，湖南郴州的乱象，再次触发对教学辅导书
这一老问题的关注。教辅书市场巨大的利润空
间，使得一些人千方百计把学生变成“资源”。而
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
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
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赋权于学生
和家长，以“自由选购权”遏止其负面影响。更重
要的是，无论是出版方、发行方还是教育管理
者、教育施行者，都要时时检视自己，别让利益
污染了道德的血液。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据5月8日《都市快报》报道，广州市属中小学每年收
到的各种捐资助学、择校费等收入究竟有多少？这些收入
又用到了什么地方？近日，广州市财政局在全国首次向社
会公布了这一信息：2010年，广州市属中小学捐资助学收
入3818万元，择校费收入2708万元。在肯定广州市做法的
同时，有广东省和广州市人大代表提出：广州十区二市都
应让“择校费”走到阳光下晒一晒。

让大家并不陌生的“择校费”一直散发着“暧昧”的
气息。《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允许学校违反国家规
定收取任何费用，收取择校费的做法都与《义务教育法》
的规定背道而驰。2008年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又发出
通知，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一律停收，可是，“借读费”
早就被“择校费”、“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等百姓
极其熟悉的名目给取代了，而且，价目也是随行就市，越
涨越离谱，家长也是敢怒不敢言。“学校收费名目多，明
码标价很严格，为了子女受教育，家长无奈受宰割”，真
是很逼真的写照！这几年里，有关的三令五申绝不少见，
却皆如“石沉大海”。

“暧昧”的“择校费”，由于缺乏透明监督，决定了
它的数目、用途都是那么神秘而遮掩。择校费本身的收取
依据一直为社会所诟病，进入财政后的流向更是秘而不
宣——— 近十年来，广东省、市人大代表，省、市政协委员
都曾对择校费问题提出质疑，并要求将择校费具体的收支
状况和用途向社会公开，但这些声音一直未得到回应。广
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认为，“收择校费的做法本身是错
误、违法的，现在是法律向现实屈服。”

虽然“择校费”等很“暧昧”，但广州市财政局首次
向社会公布2010年广州市属中小学捐资助学费收入和择校
费收入情况，也算是“暧昧”里的一线阳光。尽管如此，
公开择校费的工作还是不应稍有懈怠，“暧昧”的“择校
费”、捐资助学费该见见阳光了。

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近期组织有关部门对遵义中心城区
209家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定点药店
进行了集中检查。其中46家医保定
点药店存在不规范管理、违规经营，
5月6日起，这些药店医保“资格”被
暂停。(5月8日《贵州都市报》)

医保卡变身购物卡，药店刷卡
买日用品成了一种默认的“潜规
则”。这种“潜规则”在全国各地都普
遍存在。

按照规定，医保卡使用范围限
于购买《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
录》中规定的处方类和非处方类药
品，保健品、日用品等非药品都是排
除在外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医
保定点药店却是无所不“卖”。药店
规避规定也很简单，买的是保健品，
刷卡消费单上写上其它药品的名称
即可。

一边是药店违规刷卡泛滥，一
边是查处很困难。有取证的困难，也
有检查的次数过少的“困难”。而在
其背后却是利益巨大。以泉州市为
例，目前全市零售药店的数量已经
达到2000家左右，其中医保定点药
店270家。全市现有参保职工69万多
人，以每张卡每月50元的个人账户
计算，每年就是4亿多元。利益如此

之大，如何让药店不违规？更重要的
是，据业内人士透露，医保定点药店
已经成为“聚宝盆”了。在他们看来，
只要让药店进入医保定点，就是一
本万利的生意。即使被查暂停服务，
也只是半个月一个月的事情，有顾
客刷卡，就称系统故障，到别的连锁
店代刷，一样不影响经营。

据报道，福州已出台《福州市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违反协议记分处
罚管理办法》，将采取“年度考核
12分制”管理医保定点药店。若医
保定点药店一年内违规被扣12分，
将取消医保定点药店资格；扣6分
者，暂停医保定点服务6个月；扣3分
者，暂停医保定点服务1-3个月。若
药店用医保卡结算日用品、化妆品、
食品，一次性扣6分，将被暂停医保
定点服务6个月。这好比是驾驶证扣
分一样，但其前提是检查的概率有
多高？如果总是不检查，总是不被发
现，规定再严厉也没有多少实质性
意义。因此，对此必须增加检查次
数。现在对药店也往往是半年才检
查一次，且多是集中检查，这容易使
药店逃避，如果能够不定期地检
查，实施有奖举报，药店违规被发
现的概率提高了，才不敢“节外生
财”，置规定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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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版药家鑫”拷问生命教育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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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择校费”，用途不能“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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