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1月22日 星期四

近日，中国酒业协会指出，通过对全国白酒产品
大量全面的测定，白酒产品中基本上都含有塑化剂
成分。其中高档白酒含量较高，低档白酒含量较低。
该协会称，塑料制品(设备)在白酒产品生产过程中，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使用近40年，未出现因塑化剂
致病案例。(11月20日《新京报》)

“白酒塑化剂风波”，去年6月就在我国台湾发生
过，迄今已经17个月，酒协如今才出来表态；而这表
达，尚不是“主动为之”，而是在媒体再次报道“塑化
剂危机”后才“被动应对”，其诚意可想而知。就酒协
的回应而言，内容几乎可以说是模糊其词，没有安全
标准的具体时间表，也没有具体的应对流程，只说

“没有出现塑化剂治病案例”，并表示塑化剂没有国

标，继而谴责媒体报道的“塑化剂超标”之说不负责
任。可问题是，这样的回应怎能令公众放心呢？

对“白酒塑化剂风波”，公众有太多的疑问与
不解——— 为何酒协可以隐瞒17个月，不公布塑化剂
的具体情况？塑化剂到底安全与否，是否真的可以
食用？既然已经17个月了，那酒协为何还不督促卫
生部制定安全标准？“如无必要不添加”的原则，
早已写入食品安全添加剂的规则中，那这塑化剂真
的是有必要添加的么？有没有可以避免的方法？等
等。类似的疑问的确不少，而每一个疑问的指向，
都是酒协、卫生和食药监督部门的失职，为何事件
过去这么久，对塑化剂的作为，一点动作都看没
有？

正因为相关监管者的不作为，也因为他们的
“反应迟钝”，才有了来自媒体的监督。当专业的
监督机构不发挥作用时，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非专业
的监督机构，如媒体。为何呢？如今的食品安全问
题之多，是无需重复的常识，在这般氛围之下，对
任何的问题食品，哪怕是传闻，我们都会惶恐与焦
虑，而“塑化剂风波”，无疑又一次让公众感到焦
虑与惶恐，毕竟，喝酒是许多人都为之的一件事。

酒企可以态度傲慢地表示，自己的酒是安全
的——— 不承认检测机构资质，而且国标中确无塑化
剂检测一项；酒协也可以信誓旦旦地“打太
极”——— 没有发生过塑化剂致病案例。但公众悬着
的心，却不可能安心。为何？遥想当年，三聚氰胺

在国标中也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可其依然成为公众
难以挥去的梦魇。

如今，公众对塑化剂的焦虑与惶恐，无疑已经
达到“最大化”，酒协的“太极”与酒企的“淡
定”，更加剧了这种焦虑与惶恐。故而，在塑化剂
安全与否的问题上，光凭讨论是很难达成共识的；
毕竟，这些观点的出处，都不权威，也缺乏必要的
考证。此时，唯有塑化剂安全标准可以止息这众声
喧哗的争议。因而，面对塑化剂风波，光有酒协站
出来说话还远远不够，卫生部、食药监督局等机
构，理应组织权威专家，对塑化剂的前世今生作深
入了解，并告之公众，唯有如此，才能还原真相，
也才能让公众放心。

香港大学医疗保健处牙科诊所近日发生
医疗事故，恐造成就医者通过血液感染病毒，
诊所表示将尽力通知前往就医的病人进行血
液测试。召回患者，是永远都不晚的亡羊补牢，
代表着坦诚的态度。只有坦诚，才能消解医患
之间的矛盾，医患之间才会有彼此的信任感。
医院和诊所，应以保障患者的权益为最大的价
值追求，至于成本的损耗、利润的打折和工作
的繁重，都在其次。而从根本上讲，只有革除医
疗逐利之弊，回归公益，在遇到医疗事故后，患
者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包括被召回的待遇。

申遗不能陷入门票经济怪圈

有盛名的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中国
十大历史文化名楼”，传出计划集体“打包”申
遗的消息引发关注。申遗成功后，门票价格迅
速上涨，早已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则。当然，
文化保护与文化利用并不相矛盾，但加强文化
遗产保护，不仅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保障，更
要从发展方式上予以根治。一方面，从申遗的
申报程序上，保证文化保护的纯粹性；另一方
面，从旅游产业发展的模式上，打破“门票经
济”的怪圈，让文化遗产成为旅游的一个环节
而非全部。

幸福社会的根基是以人为本

有媒体统计，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
出了“幸福社会”的概念。建设“幸福社会”，首
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回到社会公平与公
正，回到公民的基本权利本身——— 社会的发
展、国家的进步需要“将人作为目的”，一切公
共政策理当把“以人为本”作为根基。虽然很多
公众和地方政府对“幸福社会”的理解，还在

“跟着感觉走”，但是，只要尊重公民权利、维护
好社会公正，“幸福社会”并非遥不可及。

“煤电吵架”不能让公众买单

近日有媒体披露，煤炭企业和发电企业围
绕电煤价格双轨制的博弈，再次出升级。根据
公共政策博弈的基本规律，在公众话语权几近
缺失，而各行业既得利益者又不愿让步的情况
下，将政策改革成本转移至公众头上，既是维
护所有既得利益者的选项，也成为可行性最强
的选项。由此，“煤电吵架”变成“涨价双簧”也
并非毫无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目前的电
煤价格博弈，也应保障公众有足够的知情权，
以确保公众利益不至于成为行业利益媾和的
牺牲品。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国家人社部《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今起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意见稿明确，生育保险将不再仅限于当地城镇企业职工，而
是覆盖所有职工人群。同时，若企业不给员工缴纳生育保险，其生育
费用将由用人单位承担。意见稿明确，生育保险的缴费比例一般不
超过0 .5%，比现行的1%左右，降低了一半。(11月21日《新京报》)

生育保险旨在为怀孕和分娩的妇女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
以保证那些因生育而造成收入中断的妇女的基本生活。可是，相比
其他社保项目，生育保险覆盖率很低，据人社部统计，截至2012年9
月，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1 .5亿人。绝大多数的育龄妇女都未曾享
受过生育保险待遇，让当前的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小、公平性差。

为此，征求意见稿明确将生育保险扩大为“国家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各类用人单
位及其职工”。似乎范围是扩大了很多，但仍远远谈不上“全覆盖”。
致命的问题在于，生育保险费用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个人没有资
格缴纳，所以其他非正规就业的妇女，以及就业单位不愿为其缴费
的妇女，都享受不到生育保险待遇。即便征求意见稿扩大了个体企
业的缴费资格，可生育保险要想真正公平地覆盖到每一个育龄妇
女，仍旧根本无法做到。

生育保险的问题，不仅是想享受的享受不到，想参保的参保不
了，此外还有很多根本无此参保需求的人，单位却必须为其一直缴
费，因为生育保险费用是按照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计算，
很多人缴费的唯一价值就是给别人的生育上保险。是的，这笔钱貌
似不需要员工出，似乎那些毫无参保需要的员工利益也不会受损，
但是羊毛肯定出在羊身上，企业缴纳的生育保险费最终必然还是
要从职工收入里扣除。

事实上，由于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两者在性质以及标准上有

很大的相似性，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将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在
一起的，生育保险只是医疗保险的组成部分，就像我们刚推出的大
病医保也是医疗保险的组成部分一样。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单独搞个生育保险呢？多一套行政系统
就会多一套行政开支，单独设置生育保险未免不是一种资源浪费。
不仅是资源浪费和成本增加，单独设置生育保险，还无形中为参保
者的参保增加了困难，制约了生育保险的参保率，让生育保险保障
的公平性受到质疑。其实，生育费用完全可以在医疗保险中解决，只
需增加相应的生育报销和津贴保障内容即可。

近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
博物馆协会区域博物馆专业委员
会2012年会上传出信息：我国登记
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到2011年年底
已迅猛发展到3589个，并且还在以
每年10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一方
面，平均三天多就增加一座博物
馆；另一方面，已建成的大量博物
馆生存堪忧，不少处于闭馆状态。
专家称，这种现象在全国不少地方
存在。(11月21日新华网)

博物馆数量发展迅猛，说明各
地对博物馆很重视。既然很重视，
就不应该出现大量博物馆生存堪
忧的现象，可事实并非如此。很多
地方把建博物馆当作政绩工作，至
于建好之后能不能运转就不看重
了，因为上级很难看到这些，容易
看到的只是博物馆华丽的外表。

博物馆属于公共公共文化设
施，只有开放，才能在让人民享有
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发
挥作用，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博
物馆“建得起养不起”的问题。

要让博物馆不闭馆，有开放条
件，就需要加大财政投入。2008年，
中央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国
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
其中明确指出，博物馆、纪念馆免
费开放单位门票收入减少部分全
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运转经费增量

部分由中央财政分别按照东部
20%、中部60%、西部80%的比例进
行补助。当前要积极落实文件精
神，地方政府要保障好当地博物
馆、纪念馆免费或优惠开放的资金
投入，落实好配套设施建设和设备
更新经费，落实增强接待能力、增
设服务项目、改进服务手段所需资
金等，保证博物馆正常、高效运转。

其次，在博物馆上还要注重质
的提高。数量固然重要，博物馆的
地方特色也不容忽视，要加强博物
馆的特色建设，使博物馆在类型上
更趋多样化，适应不同需求的群
众。要增加亲民色彩和服务意识，
吸引更多的人到博物馆去参观、去
感受历史和文化。

另外，要重视博物馆人才建
设。人才缺乏致使很多博物馆没有
足够的专业力量制定出完整的陈
展设计方案，甚至审不了设计公司
提供的陈展方案，从而使有的博物
馆“无奈寥落”。要吸引更多的人才
到博物馆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提高
待遇，让人才愿进博物馆工作。

博物馆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
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无疑是重要
的。博物馆“建得起养不起”实际上
是文化产品的浪费，没有丰富人民
的文化生活，对此，应引起有关方
面的重视。

漫 画/ 李晓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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