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央视财经频道报道，上海某地产中介小王，
现年30多岁，户口在上海市松江区，为了帮客户买
房，已经结了四次婚。

结婚，本是每个人一生中无比神圣的事情。为
卖房挣钱和客户结4次婚，我们有必要思考，结婚
为何成了中介从业人员及其机构牟利益的工具？
根据上海的限购政策，外地人在当地买房，必须自
购房日前起连续5年在当地缴纳社保或个税。但外
地人若和上海户籍居民结婚，且双方名下在上海

都没有房产，最多可以家庭为单位购买2套房。这
就为不具备购房资质者指出了一条“明路”：跟当
地人“假结婚”。

购房安家是大事，结婚同样是大事，却无奈地
只能祭出一计“假结婚”来圆自己的住房梦，可见
这部分外地人有着真实的住房需求，限制人家购
买未必公平合理。如何避免限购政策一刀切，打击
一部分外地人的非正常购房需求，保护另一部分
外地人的正常购房需求，是当下应该考虑的。

作 者/ 张建辉

受经济环境影响，青海华鼎公司的主营机
床业务呈现下滑态势，亏损逾6000万元。鉴于
主营业务不给力，上市公司拟出售位于上海等
地的12套物业。粗略算来，此次卖房子可带来
逾2000万元收益。令人唏嘘的是，公司9年来累
计净利润反而是亏损逾1500万元。(3月28日《每
日经济新闻》)

青海华鼎9年累计净利润亏损1524万元，反
倒不如卖掉12套物业赚得多。实体经济和房地
产业两相对比，可见实体经济之艰难。

高房价抬高了营商成本，炒房热又形成挤
压效应，令传统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如果不想
法遏制楼市泡沫，任由企业和民众陷入炒房牟
利的狂热中，社会资源会被房地产的“黑洞”
吸进去，将给传统实体经济和社会带来更严重
的伤害，最终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上市公司“卖房扭亏”“卖房保壳”的
行为，千万不可忽视，不要当做黑色幽默来
看。要看到这种现象背后的问题，拿出壮士断
腕的勇气，贯彻“房住不炒”的原则，扭转房
地产绑架实体经济的局面。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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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由山大二院托管经营的济
南养老服务中心设有500个医养结合床位，但目前
已有2300多名老人登记排队。记者调查发现，医养
结合养老模式存在着养老床位周转慢、公立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供不应求、民办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尚未形成规模等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
剧，解决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变得越来
越紧迫。

养老、看病是所有老年人绕不开的人生课题。
养老不只涉及衣食住行，由于身体功能减退，老年

人更需要近在身边的医疗保障。相关数据显示，我
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5岁，而健康预期寿命为66岁，
这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年人将会与疾
病相伴。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出现，正是破解“医
疗机构不能养老，养老机构不能看病”的一把“钥
匙”。但一边是公立医养结合床位“一床难求”，千
人排队等待入住；一边是民办医养机构大量床位
空置，入住率不到10%，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背后
原因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医”与“养”能否

“无缝”对接，是影响公众选择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的最重要因素。

目前，医养结合普遍面临着医疗资源紧缺与
养老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市场的供
需脱节和专业人员的缺失。大量优质医疗资源集
中在城市的大医院中，加之医院具有专业的护理
人员和完善的医保报销系统，很多患有慢性病的

老年人宁可久住医院不走，也不愿前往医养结合
养老机构。可见，对于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优质
医疗资源和专业护理极为重要。但在医养结合养
老机构中，由大型医院托管运营的机构少之又少，
而由养老机构自办医疗机构形成的，又面临着医
疗资质申请门槛高、医保报销项目有限、难招专业
医疗人才等难题。因此，由“大医院”山大二院托管
经营的养老服务中心床位火爆，也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医养结合给多个部门加强协作、统筹
规划带来了新考验。医疗与养老分属于不同的系
统，卫生部门管医疗，民政部门管养老，医保报销
归社保管。要想实现医养结合“无缝”对接，就要打
破体制、机制存在的障碍，打破各系统、各部门之
间的玻璃“围墙”，理顺各有关部门在“医养结合”
业务上的职责范围，制定一套完整、系统的配套政
策。尤其是对于想要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养老机

构，应该搭建一个由卫生计生、民政、社保等有关
部门参与的调度平台，实现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建
设的“绿色通道”。

去年12月，山东省卫生计生委、民政厅等10部
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工作的实施
意见》，其中提出按照就近就便、互利互惠的原则，
推进二级以上医院与养老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大
力推动养老机构提高医疗护理服务能力，鼓励二
级及以下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针对高龄、
重病、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康复护理服务需求的
医养结合机构等等。这些政策，正在尝试为“无缝”
对接“铺路架桥”。同时，医养结合中还有一个不容
忽视的“要素”，就是要让老年人获得服务便利的
同时，负担得起医养结合消费，毕竟建设医养结合
养老机构的根本原因是要让更广大人民群众享受
更多的改革红利。

荆轲竟然是女的，诗仙李白变成了刺客，名医
扁鹊是用毒高手……这样的角色错位会不会让你
大吃一惊？一款名为《王者荣耀》的手机游戏近日
大热，角色取自中国历史和传说中的人物，可游戏
中从形象到内容都与历史、传说完全不符合，颠覆
了传统的记忆。数据显示，这款手机游戏的玩家过
亿，连小学生也在玩，2016年全年收入为68亿元，占
2016年手游总收入的17 .7%。（3月29日《光明日报》）

很多手机游戏或网络游戏的消费主体均是青
少年群体，虽然游戏官方提示面向16周岁以上玩
家，但根据腾讯浏览指数平台上的《王者荣耀》年
龄分布，却是11岁至20岁的用户比例高达54%。这应
引起反思和警惕，即对历史进行演绎，挖掘历史题
材，将历史人物作为角色的手机游戏应对历史有
基本的尊重，不能过度歪曲乃至颠覆历史。

将历史事实演绎成小说，影视节目，手机游戏
固然可以让很多人对历史产生兴趣，更好地接触
历史，学习历史。但艺术演绎及形象升华应有一定
的规则和底线，不能罔顾历史而编造，否则就可能
改变历史已经留存下来的真面貌，这显然不利于
历史文化的传承，甚至可能割断民族文化血脉，让
文化发展迷失方向和目标。对此，就要强化监管审
查力度，科学评估拟面市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避
免推出贻害无穷的游戏。

3月28日，一条“护士怒斥医托”的视频在网上
热传。视频中，值班护士发现医托后大声呵斥：病
人都哭了，你还骗人钱！她抓住医托的手，联系保
安将医托带走。很多网友称这位护士为侠女。记
者了解到，事情发生在3月26日，视频中的护士来
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3月29日《现代快报》）

《辞源》云：打抱不平，见义勇为，侠之大者。当
一名女患者哭着来求助，称又遇到曾经骗她的那
个医托，这位护士愤然上前一把抓住医托的手，
怒斥一番之后，又打电话叫来医院保安将医托带
走。在许多人对于医托敢怒不敢言的背景下，“侠
女护士”的出现，自然赢得了网友们的纷纷点赞。
不过，护士怒斥医托的正义感和勇敢精神固然值
得肯定，但光靠怒斥显然不能让医托销声匿迹。

视频中，护士有一句话击中了要害，“你们就
是钻国家法律的空子”。近年来，“医托”现象愈演
愈烈，关键原因在于法律法规中缺乏制约条文，
没办法对“医托”进行有力的处罚。一个尴尬的悖
论是，几乎每个医院、火车站、地铁口都有医托出
没，但翻遍现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却找不到一条
针对医托的查处条款。

早在1998年，原国家卫生部、公安部曾联合下
发《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疗机构、严厉打击“医
托”违法行为活动的通知》指出，对查获的充当

“医托”行骗的违法人员，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第19条和第23条规定，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
罚。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针对的

是“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致使
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
行”，医托的危害不仅是扰乱医院秩序，更在于使
病人遭受经济损失，延误疾病诊治，损害身体健
康，引用该规定并不合适。而警告、拘留、罚款的
治安处罚，也难以令医托产生敬畏。

2015年，无锡市惠山区法院曾审理“医托”诈
骗系列案，35人被判刑，引发社会关注。不过，以诈
骗罪打击医托也有局限性。虚构事实、数额较大
是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在现实中，雇用“医托”
的往往并非非法游医，而是一些有资质的民营医
院、小诊所，医托行骗得手的报酬一般也就是几
百元，够不上诈骗罪立案标准。法律惩治的缺位，
愈发让一些医托有恃无恐，有的前脚从派出所出
来，后脚就重操旧业。医院对此也是束手无策，侠
女护士所在的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曾现场“抓获”
一名医托，其一天内写下了82份保证书，却照来
不误。

解铃还须系铃人。医托钻的是法律空子，治
理医托就必须填补法律漏洞，加强立法惩治。近
年各地两会，代表委员呼吁立法打击医托的呼声
日渐高涨，有关部门需要尽快将其提上议程，加
大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使医托一次违法，终
身怕罚。同时，对于雇用医托的医疗机构也应追
究责任，将其纳入违法失信“黑名单”，情节严重
者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源头铲除医托
赖以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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