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浙江温州乐清市一名20岁女乘客乘坐滴
滴顺风车遇害。8月25日，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要求
滴滴暂停其浙江区域的顺风车业务。8月26日，滴滴宣
布将从8月27日零时起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业
务，内部重新评估业务模式及产品逻辑。

又是滴滴顺风车。此时，距今年5月发生的河南
郑州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案不过百日。生命的
消逝让人扼腕，作孽的恶魔让人愤怒，人们不禁要

问：顺风车为何屡屡发生恶性刑事案件？滴滴的整改
诚意在哪里？道歉、自责和“下线”，能挽回年轻的生
命吗？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监管措施，堵住那些滴血
的漏洞？

客观地看，滴滴顺风车作为共享经济的一个典
型代表，有利于民众出行、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
污染。数据显示，滴滴顺风车推出第一年，注册车主
就达1000万，使用过的乘客超过1820万，日高峰订单
已经达到223万，大约占到中国拼车市场69%的市场
份额；2018年春运期间，滴滴跨城顺风车共运送3067
万人次，到今年滴滴顺风车已覆盖国内近400座城市，
汇集了2300万车主分享自己的座位。与此同时，滴滴
因平台车辆、司机相关证件不全而被处罚的事例不
胜枚举。去年11月至今，仅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就
已对滴滴公司作出行政处罚244次，处罚金额达100余

万元。可以说，滴滴顺风车在迅猛发展过程中，也暴
露了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

没有安全，哪来“顺风”？安全是交通的首位要
求，是不能触碰的“红线”“底线”，永远比“顺风”重要。
这起恶性案件中，涉事司机在案发前一天曾对另一
名乘客图谋不轨，被投诉后没有相关反馈和处理结
果，该司机也在正常接单；被害女孩发出“救命、抢
救”信息；朋友7次致电滴滴平台客服；警方两度向滴
滴索要嫌疑人信息未果，在一遍遍的“一线客服没有
权限”“请您耐心等待”“为您加急标红”“一小时未
满，请继续等待”中，女孩的求救之路被堵塞，生机就
这样被滴滴平台所扼杀。一个又一个滴血“漏洞”，凸
显了滴滴对安全“红线”和生命“底线”的漠视。人的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永远比“顺风”重要。如果这些

“漏洞”得不到真正弥补，就永远没有真正的安全出

行，更没有出行“顺风”。
安全永远比“顺风”重要。但是，客运中介平台的

安全意识和安全责任，不是天然养成的，安全整改也
不能完全靠滴滴“自觉”，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没有
严格监管，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安全“漏洞”。目前，
顺风车“下线”了，监管却不能“下线”，顺风车乃至共
享出行的安全问题，是监管部门必须解答的新课题。
如，要让网约车平台与警方之间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同时让乘客能通过一键报警方式，第一时间获得警
方帮助等。对监管部门和滴滴平台来说，司机筛选、
举报重视、平台责任、突发事件处理等，任何一个环
节的疏忽大意或疏于监管，都可能成为一个安全“漏
洞”，都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惨剧。为了生命安全，监
管必须严起来；没有安全保障，决不能任由滴滴野蛮
奔跑。

长期以来，遛狗不牵狗绳、纵容狗狗伤人等
“犬患”已越来越突出，小区里这些不文明养犬行
为给市民带来不小的困扰，且反映较为强烈。据南
宁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
中旬，警方已接到涉犬类有效警情1000多起。(8月26
日《南国早报》)

违规养狗遭人烦，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了，正
因为如此，前几天流传的异烟肼毒狗才引发关注。
但治理城市狗患，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法治轨道。
现在，许多城市都制定了本地养狗的地方法规，结
果并没有解决狗与人的矛盾，原因在于法规的落
实有问题，没有做到违法必究。例如，城市的法规
都规定，不准养大型犬、烈性犬，不准无证养狗，不
准遛狗不牵绳等等。但假如市民违规，并不会被惩
处，甚至不会被责令改正，因为执法者对于违规现
象，常常并不知晓。只有当违规养狗发生事故，这
时才发现问题。这就是说，如果不出事故，常常没
人管。但事后惩罚当然无法规范城市养狗，也必然
让市民很不满意。

因此，规范城市养狗重在执法，而执法的重点
是在发生咬人之前，做到“违法必究”。只要是违法
的养狗行为，不咬人也必须查出来，也必须依法惩
罚，这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狗伤人事件的发生。

最近，辽宁省沈阳市的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门诊二楼药房旁，贴出一张“高层次人才优先
就诊”的告示引发市民质疑。记者了解到，医疗保
健绿色通道属于沈阳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事项之
一，当地人社局并不参与对人才的直接评定，不涉
及“特权”一说。(8月25日《北京青年报》)

因为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让高层次人才在
医疗方面享受到优待，对于高层次人才来说，也有
较大的吸引力，所以这也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吸引
人才的“利器”。但此举有违“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而且“高层次人才优先就诊”的医院一般
都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地
方政府更不能拿本应是全民共享的优质医疗资源
优先权“私相授受”给特定群体。

城市招揽人才是为了城市发展，但城市发展
不能慷公共资源之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
的生命都值得尊重与敬畏，不能给生命权划分“三
六九等”，不能让“人才”比生命还“珍贵”，更不能
制订并实施“命轻才贵”的荒唐政策。

(文/戴先任 漫画/张建辉)

日前，国务院第二十四督查组抵达贵州
后，接到群众反映，一位参保地在贵州安顺市
普定县、但常住地在贵阳市的患者，在医院住
院治疗后没能直接结算，拿材料回参保地报
销，结果因医保经办机构要求提供奇葩证明，
前后跑了6次，至今仍然未能报销。(8月26日
央视新闻客户端)

针对这起“异地就医跑六趟未能报销”事
件，国务院第二十四督查组指出了存在的三个
问题：一是相关地方异地直接结算的政策未能
落实到位，二是有关部门未能履行一次性告知
的义务，三是“奇葩证明”现象依然存在。分
析这三个问题，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难，是问题
的关键，衍生出了后面两个问题。

其一，属地管理存在短板。基本医保属地
化管理制度，给异地结算带来很多困难。信息
化建设滞后，省级结算中心没有建立，是其中
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医保统筹层次低，不同
地区医保缴费水平不同，各地之间医疗水平不
一，也是异地就医结算难的症结所在。特别
是，由于各地的医疗消费和筹资水平差异非常
大，而且人口流动趋势基本上是由欠发达地区
向发达地区迁移，如果异地就医结算，会促使
大量患者流向大城市大医院，这不仅造成当地
医疗资源紧张，还会加剧看病难、看病贵，从
而导致医保基金也会“嫌贫爱富”，向发达地

区集结，引发医保基金风险。
其二，利益分配存在短板。实现医保“全

国漫游”，关键是要打破地方利益壁垒。在各
方新的利益诉求之下，必须尽快建立全国统一
的利益调整和分配机制，将医保基金在贫富地
区之间进行合理调剂。同时，需要各地医保制
度基本统一，至少大的框架要保持一致。特别
是，医保高缴费、高待遇地区，必须做出一定
的利益牺牲，应认同低缴费、低待遇地区参保
者，并实行无缝对接，将其纳入本地就医结算
体系。此外，应体现城乡统筹原则，实行城市
反哺农村、富人补贴穷人。只有公平进行利益
分配，才能破除跨省就医结算的区域障碍。

其三，分级诊疗存在短板。这就要求，首
先，各地要以市场为需求，优化基层及落后地
区的医疗资源，增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
力，基层医疗机构要根据市场需求扩大规模，
引进医疗服务人才，让医疗服务满足需求；同
时，大型综合性医院，应该为基层医疗机构提
供技术支撑。一方面，通过技术骨干到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轮岗、远程诊疗等形式，推动优质
医疗卫生资源优化整合、合理流动、下沉基
层，引导患者在基层首诊、康复治疗，防范
“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要运用高科技手
段，建立“网络医院”，通过视频就可以实现
远程会诊、专家问诊。

治理狗患，关键是

做到“违法必究”
□ 殷国安安全永远比“顺风”重要

□ 孙秀岭

“跑六趟未报销”

折射异地就医短板
□ 张西流

8月25日凌晨，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岛景区
北龙温泉休闲酒店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19人死
亡23人受伤。记者获悉，火灾系2楼房间起火引
发，初步确定过火面积约400平方米。火灾发生后,
哈尔滨市公安局迅速立案,依法开展侦查工作,控
制相关负责人。目前,事发酒店法定代表人张某
平因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侦查工作
正在进行中。(8月26日《新京报》)

“魔鬼藏在细节中”，据报道，哈尔滨这座酒
店从2017年12月到2018年4月，共接受了6次消防
监督抽查，结果两个月内的4次抽查均为不合格。
该温泉景区接待大厅消火栓门被木质雕塑遮挡，
门框上“安全出口”指示灯不亮。更衣室内未设

“安全出口”指示灯，也未看到灭火器；温泉区通
往客房的两处台阶上贴有“安全出口”字样，但指
向的大门却被封住。酒店楼道好似迷宫，且堆有
木头、塑料管、胶垫等易燃物品。毫不客气地说，
以上存在的这些问题，有一条就足以成为火灾发
生时的致命因素，更别说好几条因素叠加在一起
了。

面对悲剧的发生，唯有对违法违规企业的经
济重罚，让其倾家荡产；唯有对背后相关责任人
的严肃追责、顶格处理，让其依法付出沉重的法
律代价；唯有对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看看
有无失职渎职、权钱交易等腐败行径，才有望真
正能够警醒他人，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哈尔滨酒店火灾

本可以避免
□ 苑广阔

■ 漫 画

2018年8月2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周学泽

电话:(0531)８５１９３３２６ Email:zxz@dzwww.com观点4 广告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