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明今年8岁，爸爸的年龄是小明的3倍，
爷爷的年龄是爸爸年龄的6倍多3岁，爸爸、爷爷
今年各多少岁？”近日，有宿迁网友在网上发布
了这样一道数学题，虽然答案很简单，但算出的
结果却让网友感慨，“生物老师看到后该哭了”。

虽然题目不难，答案却让人“晕了”。爷爷比

爸爸大123岁，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爸爸15
岁结婚也是法律不允许的。设计数学题，不是公
式用得准确就行了，算出来的答案也应该符合
逻辑，符合常识。爷爷比爸爸大123岁，是违背生
活常识的，这让学生如何接受？

(11月5日《京华时报》）

作 者/ 张建辉

今年6月1日起，国家取消部分低价药最高零售
价。“松绑”五个月来，记者走访广州市内各大医院、
社区医院和连锁企业了解到，“松绑”过后低价药
价格应声上涨，涨价少则几倍，多的达上百倍。患
者以前花50元可以买到三种药，现在只能买两种甚
至一种了。（11月5日《信息时报》）

国家取消部分低价药最高零售价的目的，是
出于通过放开部分低价药价格管制，提高药企生
产积极性，增加市场低价药供给，减轻患者使用高
价药负担的良好初衷。不过，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
业的本能。在国家取消部分低价药最高零售价情
形下，部分低价药生产企业必然要提高原先低价
药的价格，导致患者吃不起原来常吃的药，或者只
能改用其他价格相对低廉的药，而又担忧药效不
如人意。这样一来，原先低价药的市场供应量得到
了提高，但患者使用这些药品的负担却提高了。低
价药由原先的“吃不到”，变为现在的“吃不起”。

其实，提高低价药生产企业的积极性，保障
低价药的市场供应，完全可以采取另外的政策路
径。比如，在不取消低价药最高零售价情形下，
由政府对药企生产低价药给予补贴，使其生产低
价药变得有钱可赚。如此，就既有利于留住市场
上的低价药，同时又避免因为放开价格管制，导
致原先的低价药价格过度上涨，导致患者再也吃
不起这些药。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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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游热了，出境消费也成了热门话题。数据显
示，我国出境游人数和购买力已连续3年居世界第
一。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达1 . 09亿人次，海
外支出同比增长28%达到1648亿美元；预计2015年中
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达1 . 2亿人次，消费支出将高达
1940亿美元，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11月5日《经济参
考报》）

境外旅游消费支出，竟能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这放在以前，简直不敢想象。一方面，这说明中国确
实发展起来，国人确实富裕起来了；另一方面，这么

大的数字也确实需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在扩大内需
背景下，如果这笔钱用于内需，显然有利于化解经济
下行压力。

当我们感慨购买力外流时，并不是说不该花，或
者说花得没有意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追求和亲身
亲历，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也是需求不断发
展升级的体现。世界是圆的，也是平的，发展为出境
游提供了条件。出去的过程，是欣赏的过程，也是学
习的过程。很多人正是通过出国旅游，了解了世界的
多元，看到了自身的差距，师人之长技，回来后增添
了文明自觉和奋发动力。因此，不仅不应该非议和限
制，反而应该理解和鼓励更多的国人走出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常常与消费分不开。既

然出去了，消费是必不可少的。有些钱该花，花得有

价值。我们在意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购买力，也就是可
以在国内实现，或者国内可以提供替代的，结果花在
了国外。一定意义上讲，这部分购买力的外流，不是
很必要，有争取的可能和价值，这才值得我们关注。

但必须指出，即便看起来不必要的购买力外流，
包括一些国人在国外表现出来的“买买买”状态，可
以进行消费探讨，但不要简单地置于“爱国”框架下
审视。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到日本，到其他一些国
家大肆采购的人，没有文化自觉自信，是一种“消费
不爱国主义”，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在消费主义
时代，把一个人的消费行为与爱国情怀简单对接，简
单狭隘，背离文明。那些在国外消费甚至大肆采购的
人，他们一样蓬勃着中国心。

当一种消费呈现出一种集体倾向时，乍看起来
不理性的背后一定有理性的成分。人们的消费行为，

基本是受“性价”决定的。“性”就是以品牌、质量、功
能为基础构成的品质，“价”就是价格。如果说一些争
相采购的产品在国内也有的话，更应该追问，到底是
什么原因，导致同一商品出现国内外巨大的价格差？
为何连不折不扣的“中国制造”，也是海外比国内便
宜呢？这里涉及税收政策问题，涉及流通成本问题，
也涉及商家经营理念问题。

购买力外流需要怎样的反思？一方面，必须看到
一个发展起来的时代，外流是一种必然现象，是一种
全世界现象，具有合理的成分。另一方面，即便一些
购买力外流看起来没有那么必要，也不应该简单给
其贴上不爱国的标签，更应该探讨我们能不能提供
出同样性价的产品？这样的反思，才有意义和价值。
如果有一天，国外市场有的，我们都有，而且比他们
便宜。谁还会大包小包，从国外捎回来？

10月30日晚高峰，在南京玄武湖隧道，当一名
发生车祸的伤员需要救助时，众多车辆主动靠边
为救护车让行。11月4日，南京交管局官方微博发出
通告称，将奖励让出生命车道的司机们价值500元
的油卡。(11月5日《南京日报》)

国内发生过一些路上车辆不给救护车让行的
事例，这样的直接结果让被救助的伤员陷入危险
境地。南京交管局给予主动避让救护车的司机们
每人发放价值500元的油卡，有利于提醒、鼓励人们
给救护车让路。

但我们也要看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3条明
确规定：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
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
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其他车
辆与行人让行是责任，是义务。也就是当时的众多
车辆自觉让行，不过是尽到了自己的分内之责，现
在额外给予他们奖励，就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主动避让救护车的“好心司机”，其实更多的
是守法司机。要看到，积极避让救护车的司机们，
只是尽其责任而已。国内的道路交通文明有待提
高，并不能过多寄望通过给予遵纪守法的行为以
奖励来实现，而应通过加大罚则，对于拒不避让急
救车辆的司机们予以惩处，这才是“名正言顺”。

自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放开全面二孩后，无
论是老百姓，还是相关部门及媒体，都感到措手
不及，各方透露出来的信息也多种多样，不尽相
同。笔者梳理了一下发现，眼下人们对“全面二
孩”政策普遍存着三个疑问：

其一，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时间到底是全
国统一还是不统一？

据媒体披露，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近
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现阶段，全国符合
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万对。预计
明年第一季度，全国多数省区市会落地实施全
面两孩政策。（11月5日新华网）这个表态表
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各地会出现有
先有后的情况，也意味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将不
会在全国统一进行。可令人不解的是，同样是
“全面二孩”如何落地的问题，11月4日，国家
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却表示，与“单独二孩”在各地落
地时间不同，这次全面两孩政策开始正式实施
的时间将保持一致。（11月5日新华网）

仅仅是一个全面二孩是不是统一实施的问
题，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说明对“全面二
孩”政策是不是统一时间落地，卫计委内部的思
想还没统一，窃以为，为了避免实施“单独二孩”
政策各地各行其是所造成的混乱，卫计委应该统
一认识、统一口径。

其二，抢生算不算违规超生？“全面二孩”政
策出台后，湖南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表示对抢生

“不作实质性处理”其实也是基于这一点，可这一
人性化举措却被国家卫计委以“修法”为由叫停
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生
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
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
老龄化行动。换言之，“全面二孩”已经是计划生
育基本国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其所体现的是国
家意志，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所有
法律法规政策都不能与之相悖，二孩政策出台之
后生二孩就已经不算超生。

其三，修改相关法规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吗？
按照卫计委有关人员的说法，修改相关法规

要到明年一季度才能完成，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
长的时间？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同样按照卫计委
有关人员的说法，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
的修改，只不过是把以前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
育一个孩子”修改为“生育两个孩子”，两者只有
一字之差，试问：这样的修法用得着花几个月的
时间吗？

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
规则》第三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
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这说明《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的修改在时间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

当前，“全面二孩”已是基本国策，公众生育
完全是响应国家号召，对这种积极性应该想方设
法予以保护，我想，这才是卫计委应该秉持的正
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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