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计生委5月10日发布的一则通告称，
在多地出现供应紧张、甚至断货的硫酸鱼精蛋白注
射液（以下简称“鱼精蛋白”），预计5月底即可
向市场供货。这一轮鱼精蛋白短缺事件暴露的低价
药短缺现象再一次引发舆论重视。(5月12日《中国
青年报》)

廉价药其实具有不可替代性，是许多病人的“救

命药”。不久前，杭州萧山区一位出生不到8个月的韩
果果患上婴儿痉挛症，注射ACTH是最有效的治疗措
施，但医院没药，求助信息发到微信朋友圈后，最终
有热心人帮忙找到。但并不是所有类似患者都会如
此幸运。福建漳州一个一岁零10个月的婴儿痉挛症
患者小宸，从春节开始就断药，“黄牛”本来同意以
8000多元两盒的价格卖给他们，但犹豫之时，却被别
的患者家属买走。事实上，一盒ACTH正常只要7 . 8
元。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丹镝分析
说，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廉价药屡屡缺货的根本原因
在价格。“价格给它带来的利润没有吸引力，甚至是
亏本的，企业当然不愿意生产。政府要想办法让企业
愿意生产这个产品，政策上要作一些调整，让企业有
利可图。”对于市场的这种情况，政府该好好想办法

解决了。
确实，廉价药“一药难求”，一是因价格低廉让企

业无利可图，比如ACTH只卖7 . 8元，利润只有2%，很
多厂家不愿意生产，大量药厂退出廉价药的生产，转
而生产利润丰厚的所谓新药。网上曾流传一张“廉价
药消失名单”，近年来的对比显示越来越长。二是长
期以来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端影响，一些医院会选择
进贵的替代药而不是便宜药，有些药品需求量不是
特别大，医院索性不进货。

对此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其一，廉价药物作为安
全、有效、常用且价格较低的普通药物，当然更适合
绝大多数的患者。缓解“看病贵”，最大限度地减轻患
者的负担，尤其是让中低收入者看得起病，本来就是
政府的职责。而药品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虽
然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但也应该受

到有关方面的调控。当市场调节不足以刺激厂家继
续生产廉价药的积极性，那么，政府就应该有相应的
政策扶助措施。

其二，为了鼓励医院尽量使用廉价药物，可以实
行政府补助与使用廉价药挂钩，换言之，使用廉价药
物的比例越多，补助也越多，这样，医生当然就会把
廉价药物当作首选。这方面，宁波有过成功的尝试。
2008年起，宁波就实行《市级医院使用廉价药物经费
补助实施办法》。市财政给医院的补助与最小包装价
格30元以下药物的使用情况挂钩。这是我国首个廉
价药物制度。实际上，医院乐于使用廉价药，也将调
动厂家的生产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

近年来不少地方实施“推进廉价经典药重回市
场”的工作。显然，于化解廉价药“一药难求”，政府应
该起到主导的作用，而实际上政府也可以有所作为。

近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反映，称学校强制
本学期修了体育课的所有女生进行跳操训练并为
即将到来的校运动会进行表演，未按要求参加者
体育课成绩将被扣分；同时，有部分女生称学校统
一发放的跳操所着裙裤过短。为此，相关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跳操表演并非强制，扣分也只是约束机
制；同时，学校将统一为参加跳操的女生发放打底
裤，防止走光。（5月10日《北京青年报》）

其实，发不发放打底裤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
的问题在于，女生们有无拒绝参加跳操表演的权
利。跳操虽然属于体育的范畴，但并非人人必须修
的体育课的一项内容，该校相关负责人在回应扣
分问题时已经说得很清楚———“扣分也只是针对
某些报名参加了跳操活动却无故缺席训练或表演
的同学采取的一种约束机制”。“报名参加”，说明跳
操是基于每个人的自愿。但从报道来看，事实并非
如此。有女生反映，体育老师要求“所有修了体育
课的女生均需参加跳操活动”，“就算修了健美操
以外课程项目的女生也不能例外，全部要参加”。

强制是一种恶，这种恶，是对人身权利的侵
犯。据说，校运会的团体操表演是这所高校的一项
传统体育活动，但如果以自愿之名行强制之实的
规定或潜规则也是一直以来的“传统”的话，这所
高校就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所谓“传统”了。毕
竟，对于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传统的北大
来说，尊重女生不跳“短裙操”的权利才是其最应
该做的。

“五一”期间，北京某985高校大二学生刘子轩
报名参加了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主办的暑假美国高
校游学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目前已经满额了，大部
分报名者都是北京各高校大三以下的学生。出国
旅游已成许多大学生的“必修课程”。（5月9日《中
国青年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平心而论，大学生到
国外游历一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一些大
学生却把出国游看得过重，仿佛大学期间不出国

纵情山水一番，大学生活就是残缺的，加上旅行社
对此不断包装炒作，出国游不断升温。

事实上，大学生出国旅行获得“历练值”的多
少，不在于行程包含了多少名山大川，而在于其旅
行的内容是否充实。因此，大学生出国旅游，不要
光盯着名胜古迹、购物广场，更不能把出国旅游当
成回国炫耀的资本，而是要多了解风土人情、语言
文化，真正让自己有精神上的收获。

在陕西宝鸡市扶风县林业局有一名叫李新
奇的副站长，十多年不上班，不过单位里的工资
却照发不误，长期在外做自己的生意，三年前因
为做生意违法，进了监狱。虽然人在监狱，不过领
空饷的事一直没停。（5月11日《人民网》）

十多年不上班，却工资照发不误，即便是进
了监狱坐牢，工资还是照领，这种“带薪坐牢”现
象实在让人吃惊。不过，简单搜索一下，这种事情
居然并非个例。比如，湖北秭归县原邮电局长李
某因贪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从被羁押起至
判刑之后25个月内，仍在单位领得工资2．6万余
元；安徽省潜山县综合经济开发区原副主任曹晓
明获刑入狱，职务被罢免了半年，每月按时拿工
资；重庆渝北某中学原校长傅兵因受贿被判处有
期徒刑6年，也仍由其家属替其领工资……

从法律角度说，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
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这意味着只要公务员
被判刑入狱，那么就要开除公职，不再具有公务
员身份，也就不再享有公务员的各项权利，停发
工资和一切福利待遇。换句话说，官员“带薪坐
牢”是违规操作行为。进一步说，官员“带薪坐牢”，
实际上获得了不该享有的工资等福利待遇，侵占
了公共财物，在本质上依然属于一种侵占行为，
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然而，如此违法乱纪的官员“带薪坐牢”行为
却在各地屡屡发生，毫无障碍。从表面上看，主要
是犯罪官员所在单位在干部职工工资发放工作

上不够细心，没有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或
者是单位出于人情世故考虑，不愿意做出停发工
资的事情，从而给犯罪官员留下了一丝可以“偷
领”工作的缝隙。但从根本原因上说，恐怕还是监
管存在漏洞。

从各地以往处理官员“带薪坐牢”案件情况
来看，一般只是要求“吃空饷”的官员退回领取的
不该享有的工资以及福利待遇。而对于在官员

“带薪坐牢”案件中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
领导干部却并不追责，这实际意味着给坐牢官员
违规发放薪水处于一种“违法零成本”状态。另一
方面，由于机关干部工资、福利待遇缺乏公开、透
明机制，预算公开也只有笼统数字，导致机关单
位给哪些干部职工发放工资，发放多少工资，只
有单位内部人，甚至只有负责工资发放的极个别
决策人员和经办人员知晓，外人根本不了解，缺
乏有效外部监督，导致让官员“带薪坐牢”情况很
难被发现。

要标本兼治官员“带薪坐牢”以及各类“吃空
饷”现象，首先，强化纪检、组织、财务等部门的联
动机制，及时停发失去公职人员身份的人员工
资。其次，提高官员“带薪坐牢”和“吃空饷”行为的
违法违规成本，除了要以职务侵占罪、诈骗罪追
究“吃空饷”人员的法律责任之外，还要对单位负
责人和直接经办人追究渎职罪，甚至追究徇私舞
弊罪。再者，细化机关部门的预算公开，在人员工
资、福利预算支出上，要细化到每一个在编人员
和临时工，接受全社会监督。

作 者/ 唐春成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却有一些消息与这个
日子格格不入，几起伤医、杀医事件引发各界关
注。这些事件向全社会敲响警钟：保护医护人员就
是保护我们自己。（5月11日新华社）

不可否认，医生护士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向
来是医患关系主流。然而由于个别害群之马，医护
群体整体形象正受到严峻挑战。但我们要看到，大
多数医护人员工作非常辛苦，他们常常夜以继日
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大多数白衣天使身上弘扬
着“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医患暴力事件之
后，给医生护士带来很大的心理阴影。假设阴影持
续放大，将来大家都不乐意去当人类健康的守护
神，那么这个社会又能期望谁来守护我们的生命
和健康呢？

在护士节到来之际，为了大家共同的健康，最
现实也最紧迫的就是让医护人员有一个安全的职
业环境，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各级要加快医
疗体制改革进程，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顽
疾”，让医患和谐关系拥有稳固的社会根基。同时，
要给予医护人员更多职业理解、社会认同，保证其
工作安全，让医护人员执业更有尊严。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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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尊重女生

不跳“短裙操”的权利
□ 张楠之

执业有尊严是

护士节最好礼物
□ 张培国

解决廉价药短缺离不开政府作为
□ 钱夙伟

“带薪坐牢”背后的监管缺失
□ 何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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