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0日早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中原
大桥被市政部门洒过水后，冻结成冰。17辆车行
经此处，发生连环相撞，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司机李先生说，事故发生在早晨7点多
钟，市政部门洒过水后，受气温较低影响，很快
结了冰，“太气人了，明知道天气寒冷了，还照
样洒水。我们准备联合起来，起诉市政部门！”
（11月20日《大河报》）

最近几天，全国大部分地区迎来了降温天
气，很多地方已经是滴水成冰，而郑州市的市政
洒水车，却仍旧沿街洒水，结果洒下的水迅速冻
结成冰，相当于在地上形成了一道冰壳。这下可
苦了过路的行人和车辆，仅仅是中原大桥路段，
一个早上就发生了17辆车连环相撞事故，让受损
车主们气愤不已。很显然，当地市政部门洒水如
此“敬业”，非但没有赢得市民的点赞，反而招
致了质疑和不满。

事情被曝光以后，网友们也是一片吐槽声，
很多郑州之外的网友，也纷纷“控诉”当地市政
部门在天寒地冻天气仍旧洒水的做法。这说明，
寒冷天气洒水，给市民百姓交通出行带来不便，
甚至引发各种交通事故的现象，并非是个案或特

例，而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有
细心网友还发现，仅仅在郑州市，就不是第一次
发生这种事情了。通过网络搜索可知，近的在今
年1月份，远的在2014年，郑州都发生过洒水车洒
水导致路面结冰引发骑车市民摔倒或交通事故的
事情。而当时郑州市有关部门还出面作出了解
释，也进行了道歉，表示将举一反三，改变工作
思路和工作模式等等。至少现在看来，当地有关
部门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否则为何
时隔不到一年，又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郑州也好，其他城市也罢，市政部门动用洒
水车对路面进行洒水，主要目的是为了除尘，为
了清洁，但遇到严寒天气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可
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在干净卫生和百姓的

生命财产安全之间，哪个更加重要？答案当然不
言而喻。

所以，我们不反对洒水除尘，但是一定要根
据天气情况、地形地貌灵活机动，调整洒水的时
间，洒水的模式。比如说天气太冷的时候，能不
能暂时不洒水了？或者是能不能调整洒水的量，
让洒下的水既能除尘，又不至于在路面结冰，造
成安全隐患？我想，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就看
有关部门愿不愿意去做而已。

还有网友借机吐槽说，他们所在城市的洒水
车，下雨天也洒，下雪天也洒，既浪费宝贵的水
资源，同时也带来各种安全隐患，真是让人无法
理解。看来，城市洒水除尘这个问题，真应该多
点“看看天气”的意识。

10月31日上午，四川省仪陇县一家名叫
“外阜医院”的民营医院到仪陇县九龙乡香炉
村开展免费体检活动，很多人都被查出“患
病”。最终，村里9位村民到医院接受治疗或者
买药。但事后，几位村民均表示，昂贵的药
费，以及“不正规”的治疗过程，都让他们觉
得可疑。（11月20日《成都商报》）

根据原卫生部2001年印发的《关于组织义
诊活动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义诊组织单位
原则上应组织本地区的医务人员在本地区范围
内举行义诊，在开展义诊活动前15日到义诊所
在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就义诊的组
织单位，开展义诊的时间、地点，义诊的内
容，参加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名称、医务
人员数量及其从事专业等内容进行提前报告说
明。仪陇县外阜医院到香炉村开展免费体检活
动之前并未到卫生监督部门履行报备手续，因
而其“免费体检”逾越了规则底线。

假体检、假义诊、假治疗，违背了医德和
法律，败坏了医风，威胁到了民众的健康权
益、财产权益，卫生监督部门有必要瞪起眼
来。一是应进一步完善义诊备案机制；二是要
畅通投诉通道；三是对违规体检、义诊活动不
能止于教育、责令改正、解释、道歉或退费，
而是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让违规组织者、参
与者付出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甚至刑罚代价。

近来，网上流传一句顺口溜：“全款买房
的往里走，按揭的不要堵门口，公积金贷款的
请把共享单车挪一挪。”新华社记者在多地的
热门楼盘调查发现，一些开发商只接受全款买
房，拒绝公积金贷款甚至商贷。

住房公积金政策由来已久，目的是为了保
障城镇职工购房。可因为公积金贷款存在审

批、借贷、还款等多个环节，不利于短期资本
运转，一些房地产商只顾自己方便，对公积金
购房者采取了歧视性政策，无形中加剧了社会
矛盾、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普通百姓购房
权益。对此，有关方面要积极应对，加强监
管、调控，维护好购房秩序。

（11月2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燕郊燕达陆道培医院聚集了数百名白血病
患者在此治疗。由于患者用血需求量大，有血
头长期盘踞医院，从网上招聘献血者来燕郊，
以“互助献血”的名义“卖血”，每个单位血
小板向患者收费五六百元。血头现象的背后，
是大量需要长期输血的燕郊白血病人。因为用
血无法得到保障，他们除了找血头，也尝试了
其他办法，如患者之间互借血小板以解一时之
急。（11月20日《新京报》）

此次记者调查发现的“血荒”现象，与此
前的“血荒”现象存在诸多不同。这是一家白
血病专科医院，而白血病患者主要输注血小
板，患者不仅对血小板的需求量很大，而且随
着病情的发展，输血的频次也越来越密集。因
此，这里的患者所面临的处境往往是，红细胞
等其它成分血好找，但血小板难求。

大量白血病患者集中在一个地方，但这个
地方捐献血小板的志愿者有限，“血荒”因此
产生和加剧。这说明，此类“血荒”的主要问
题不是血液总量不足，而是血液供给的结构性
矛盾所致。不仅如此，许多地方闹“血荒”
时，主要集中在一种或两种血型，而其他地方
则可能集中在不同的血型，假如能够将两地的
库存血统一调度，两地的“血荒”都能得到部
分缓解。

血液总量不足，是我国血液供应过去一直
面临的难题，但这方面的问题已得到明显改

善。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布的《2016年全球血
液安全与供应报告》就很说明问题，这份报告
显示，我国血液安全供应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无偿献血率持续20年攀升，献血人次数和采血
量位居全球首位，不少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先进
国家水平。这说明，数量不足的矛盾虽然还比
较突出，但与过去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这个
成绩应该得到高度肯定。

但另一方面，结构性供血失衡日益明显，
大有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势头，假如仍用过去的
思维来应对当前的情势，化解“血荒”就难以
做到对症下药。导致结构性“血荒”的主要原
因，是血液的统筹调配层级较低，各地的血液
中心或血站负责当地的血液采集供应，很少跨
地区进行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换，假如统筹层级
升高，结构性矛盾就有望得到缓解。

血液供给要善用“互联网+”调节余缺。
要打破地区分割的格局，建成区域性甚至全国
统一的血液供应链条，这样做不仅很有必要，
而且在运输条件和速度方面也不成问题。最大
的难题也许是，提升统筹层级将涉及到不同地
方的利益，不仅血液供应充足地区不想与其他
地区共享资源，而且血液采集与分配还涉及到
成本与利润，要想突破利益藩篱存在一定的难
度。但不管怎样，这方面显然值得探讨和尝
试，化解血液供应的结构性矛盾，应该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

11月13日，贵阳中医学院在其官网上发布
了《关于各单位要求我校开具相关入学证明、
就读证明、毕业证明等材料的统一答复》的通
知，告知各单位：学生的毕业证、学位证是具
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入学时间、毕
业时间、就读专业、学制、学历、学位等情
况，贵单位应取消此类证明或材料。（11月19
日《贵州都市报》）

在毕业生提供毕业证、学位证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还强制要求毕业生提供高校或教育主
管部门出具的学历证明。这意味着盖有高校钢
印的毕业证，还不如一纸手写的学历证明，这
显然非常荒唐可笑，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

毕业证敌不过学历证明，纯粹是用人单位
在折腾毕业生，可谓劳民伤财。要切实取消折
腾人、不必要出具的学历证明，不能只是靠高
校软绵绵的呼吁，关键是要完善顶层设计，建
立处罚机制。一方面，以法律形式明确毕业
证、学位证作为学历证明的最主要法律证据和
依据；另一方面，毕业生提供了毕业证并能够
通过学信网查询到学历信息，用人单位仍然要
求对方出具学历证明的，应当给予一定的惩
罚，倒逼他们取消这种不合理的规定。

■ 漫 画

洒水除尘不能不看天气
□ 苑广阔

血液供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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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志华 取消折腾人的学历证明

别只靠呼吁
□ 何 勇

给“免费义诊”

做好“监管体检”
□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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