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7日，201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
拉开帷幕，四川省达州市的考点将迎来考生1260
人左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早在今年3月，四
川文理学院中文系学生2011级杜梦玲就抱着风
扇、茶叶、坐垫等物资抢占了图书馆的一角。27日，
记者来到她的“经济专属区”，一个置物柜格外显
眼，里面放满了厚衣服、毯子、抱枕、暖水袋、零食

等物资。
“如果允许，我还想放个行军床在里面，一天

24小时都泡在图书馆里。”杜梦玲笑着说，每天呆
在图书馆的时间超过15个小时，每天都是“寝室、
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而在今年的暑假，她也没
有回家。

(12月28日《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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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知道我有记者证，我相信他对谁都是
一样。”12月24日，湖北广播电视台记者简然发了一
条微信，感慨自己在南宁遇到了好医生。她因发烧
到广西医科大一附院看病，主动要求打吊针，被医
生劝阻，最后给她开了4 .41元的药。（12月26日《南国
早报》）

如此“小处方”并非孤例，2010年，泰州市人民
医院医生葛永祥开“8分钱处方”被广泛报道。2011
年长沙市中心医院医生聂梦旬给一位便秘患者开
的药，更只要一分多钱。四舍五入后，缴费单上显
示的是“0”元。不久前，郑州一名两岁多的孩子晚上
出红疹，女医生秦瑞娟开了4片扑尔敏，药价也仅4
分钱。这样的小处方表明，尽管如今药价普遍偏
贵，但开出小处方、治好病，也不是不可能。比如这
位开4 . 41元处方的徐戈医生，开的药“不是一整盒
药，而是8粒，从整板的药上剪下来的”。

以患者满意为中心，让患者尽量少花钱治好
病，是医生本来应该具有的起码职业规范。但当如
今不少医生把病人当成砧板上的“肥肉”，开大处
方成风。尽管现在有多举措杜绝“大处方”，但无疑，
只有靠医德的支撑，才能真正对症下药地开处方。
无疑，提升医德，应该是医改的关键。

■ 漫 画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2015年元旦春
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坚持务实节俭文明过节，严
禁年底突击花钱。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对“四
风”的要求，务实节俭组织好正常的党团、工会活动，
开展好年终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
和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军属及企业困难职工等活动，
保障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12月26
日《人民日报》）

“清廉过节”正成为当下公务人员生活新常态，
此前，新华社发文盘点2014年中秋节热词时，更将“清

廉中秋”放在第一位。然而一些人借反腐之名拿掉应
有的职工福利，甚至妇女节女职工的体检也没了。人
民日报客户端就此发评论认为：反腐不应该反职工
正常福利。

借反腐之名拿掉职工应有的福利，这绝不是中
央反腐倡廉的本意。一方面，中央八项规定反的是官
场腐败，并不是职工的正常福利。在反腐过程中不应
缩减服务于基层职工、低收入者的各种正常福利。另
一方面，服务于基层职工、低收入者的各种正常福
利，在反腐过程中不仅不应缩减，发放的范围和数
额，还应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扩大。

反腐的最终目的之一，其实就是为了增加公众
福利。现在一些地方因反腐砍掉了职工的应有福利，
这是不应该的。不能因为要求领导干部节俭过节，就
把基层员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年终福利也“名正

言顺”地砍掉了。产生这样的问题，不排除有一些人
是因为自己失去了较高的福利，或借发放福利中饱
私囊的机会，从而心生不满，用这种方式来寻求“心
理平衡”。如此做法，就歪曲了反腐倡廉的本意。

反腐永远在路上。反腐倡廉，贪官污吏的感觉应
是“高天滚滚寒流急”，百姓的感觉却应是“大地微微
暖气吹”。因此，在保持“官不聊生”的同时，应警惕

“歪嘴和尚”运用太极推手卸力打力、以其人之道反
施他人之身的“太极手法”。一方面，应逐渐提高中低
层员工的工资，保持职工正常福利的稳定。另一方
面，职工的正常福利如果得以稳定、透明化，腐败官
员反而更没有机会搭职工福利的便车。可以说，人们
坚决支持中央反腐倡廉，但反对一些执行者借反腐
之名拿掉职工应有福利的做法。

反腐要成为新常态，就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

别是基层职工的长久支持，就要让他们从反腐中受
益。目前，中央之所以要连发禁令剑指官员群体的福
利“蛋糕”，主要针对的是超标、违规、容易滋生腐败
的“隐性福利”。由于目前对于公务员的福利还没有
清晰的细则加以厘清，何谓正常、何谓违规，单位有
时难以把握。所以，为了规避风险，大部分单位领导
采取“少做少错”的“策略”，干脆将所有福利全部停
发。表面上看确实是省了一些钱，但实际上，矫枉过
正不利于政策的持续性和执行的规范性。尤其要警
惕的是，“别有用心者”借反腐之名省掉职工福利，在
客观上会影响群众参与反腐的热情。今年的中秋已
经过去，一个个节日又要到来，要避免“清廉过节”导
致职工福利缩水。做好这一点，关键是要在顶层设计
和制度设定上堵住漏洞，进而保证职工正常福利能
够顺利发放。

12月2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琼瑶起
诉于正等侵权案进行一审宣判，法院认定于正的

《宫锁连城》“实质性使用了《梅花烙》小说及剧本的
人物设置、人物关系、具有较强独创性的情节以及
故事情节的串联整体进行改编，上述行为超出了
合理借鉴的边界，构成对原告作品的改编”，故一
审判决于正十日内公开向琼瑶道歉，四家出品方
停止对《宫锁连城》的复制、传播和发行，五被告共
计赔偿500万元。（12月26日《北京青年报》）

根据调查显示，有9成网友支持一审法院的判
决。当然，目前上述判决并非最终结果。但毋庸置
疑，琼瑶与于正之争具有典型性。当前，在国内影
视剧领域，缺乏创新意识和精神，同质化现行日趋
严重，在法律不能作出提前预判指引的前提下，通
过典型案例来引导行业走向，对于保护好著作权，
引导影视产业有序健康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纸判决，对于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极强的
启示效果，背后的价值不可小觑。但是，即便判决
结果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也不能弥补著作权法
方面的不足。毕竟，在著作权法中，法律侧重于保
护作品的表达和表现形式，而对于作品中所蕴含
的思想，依然比较模糊。在类似的雷同现象中，主
要涉及的就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故事梗概等
等，这正是法律保护的模糊地带。根本上而言，在
我们对判决结果感到欣慰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如
何完善著作权法，如何最大程度去保障好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益。

今年10月底到11月初，研究人员分别对我
国东北、华北和华东等地的饮用水源、排水明
渠、制药企业、畜禽养殖场等区域的周边水样进
行了检测。研究人员发现，我国地表水中抗生素
含量惊人，南京鼓楼区居民家中自来水中甚至
检出阿莫西林……全国主要河流黄埔江、长江
入海口、珠江都检出抗生素，珠江广州段受影响
非常严重。（12月26日《现代金报》）

过量服用抗生素，可导致人体菌群失调，干
扰新陈代谢，损害人体器官，为健康安全埋下重
大隐患，世界卫生组织曾多次向我国卫生部发
出通告，提醒慎用抗生素。然而，利润和利益驱
动之下，包括一些知名药企在内，却无视这一现
实，大肆偷排富含抗生素的废水，导致人们长期
被动“吃药”，此次在江河中检测出抗生素即是
典型一例。

有消息称，2013年12月，环保部通报了2013
年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医药制造企业督查情况，
对18家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企业予以挂牌督
办。进入2014年，一些药企的环境违规愈演愈
烈，其环境监管记录达7次之多，虽然当地环保
部门分别给出了限产治理等处罚措施，但企业
排污却依然在继续。

严峻的现实暴露出环保部门监管方式和手
段上的软弱乏力。再譬如，本月25日，南京鼓楼
区一居民家中自来水检出药物的消息瞬间引发
网友担忧。当天下午，南京市城建集团紧急回应

此事称，根据权威部门监测，南京水务集团供水
水质完全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106
项指标。然而，让人深感遗憾的是，在“权威部
门”多达106项监测指标中不知何故，偏偏不包
括抗生素项目。为了弄清真相，南京水务集团不
得不再次委托专业机构抽样进行抗生素专项检
测。

当前，许多工业废水最终会通过城市污水
处理厂处理，而我国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当下却
对抗生素没有有效的处理措施，这也就意味着，
大量污水在抗生素成份没得到任何改进的情况
下便流入了江河湖海。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
我国众多流域都检测出饮用水源抗生素浓度严
重超标了。

治理环境污染，离不开得力的监管，但得力
并不仅仅等同于罚钱了事，其实，对那些财大气
粗又屡教不改、不讲社会责任的企业来说，经济
处罚不过是隔靴搔痒难以治本。对于这样的情
形，我们至少要作出两方面的改进：其一，既要
就事论事针对个案施以重罚，不断增大犯错成
本，也要从制度层面重新规划设计，唯有监管制
度形成科学完整的体系，尽可能堵住漏洞，才能
让那些“漏网之鱼”无空可钻；其次，环保部门可
考虑广泛与银行、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联手
形成“统一战线”，建立“黑名单”并实现信息共
享，多维度合力进行限制打击，才能让其感受到
切肤之痛，不敢再轻易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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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过节”要保护好职工正常福利
□ 吴学安

著作权保护

要深入“模糊地带”
□ 刘建国

水源抗生素泛滥

源于监管不力
□ 陈科峰

4 . 41元处方

彰显医德
□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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