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合研究院新医学国家保密配方纯
草药拔毒，汤剂内服固本，绿色安全
排毒。应用美国进口生物制剂静滴血
透克毒、灭绝斩断疣体所需的神经、
血液、细胞等供应源，有效治疗不复
发。特色治疗：湿疣、疱疹、水泡、尿道
炎、衣、支原体、前列腺炎、红肿烂痒
等男女泌尿生殖感染性疾病。

无假日医院

凡经我院治愈后5年偶
有复发者一律免费治疗

1.“中药排毒”、2.“活能克毒”、3.“疫苗
接种”该疗法用药后迅速经血液循环直

达病灶，2-3 个小时使疣体枯萎，连根
脱落，不留疤痕，数小时将潜伏在细胞

核内的病毒 HPV 排出体外，全面清
除体内残留的病毒，斩断复发根源。

不激光、不手术、不用外用腐蚀药外涂，
全过程只需注射一针(只需126元)，60
秒钟病毒疣病连根饿死、枯萎、脱落。60
分钟排出病灶残余毒素，对反复复发
者有特效，不论患者时间长短病毒疣
大小，当天治疗，当天治好，不复发。
外地患者随治随走。

注：

中药清毒

安全排毒特

摘疣除疱
银针穿透

奇

疫苗克毒
绿色排毒新

大型公立非营利性医院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中 美 技 术 合 作 医 院
山东泌尿疾病防治基地

特邀北京、上海、四川教授专家

检测先进诊断准确

09 新技术

泌
尿
性
疾
病

治
疗
更
科
学

更
专
业

不
激
光

不
手
术

0531-86959811
地址：济南市花园路300号，长途
汽车站乘K107、K53、112路，火车
站乘 11、BRT5路市内乘 118、201、
113、122、106、165、44、45、30、37、8、3、
79、K91、K98、K109、BRT2、BRT3路到

“花园路西口”站下车即到（林业大
厦东邻20米）一楼泌尿科。

根治

七服中药根除疣病、疱疹
当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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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争艳严守医德却只
能陷入清贫，意味着同行人
士如果视其为典范，很可能
就难脱同样清贫的命运。

——— 55岁的武汉医生
王争艳从医25年，平均单张
处方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
开两毛钱的处方。有媒体评
论说，这也意味着，在现行条
件下，如果医生要想不步王
争艳的清贫后尘，就只得突
破医德约束。

是“地王”在2010年继续
上演连续剧，还是土地市场
掀起执法风暴，这将直接左
右房地产新政的效力。

——— 以“国四条”为核心
的房地产调控新政余音未
落，广州却诞生了国内有史
以来 2 5 5 亿元的最大“地
王”。经济学者马光远评论
说，这个新“地王”最令人惊
骇的并非其 255亿的总价，
而是诞生在政策敏感期。

一些官员至今仍对网络
舆论监督表现出不屑和漠
视，认为那不过是一些唯恐
天下不乱的网民在无中生
有，或是无聊小百姓的仇官
心理在作祟，不需要太在意。

——— 有媒体认为，敢于
应对、从容应对网络舆论监
督，是政府官员执政理念成
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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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jinling@qlwb . com .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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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买不起大房”对房奴是安慰吗

头条评论

期盼司法多宽容媒体的失误

□陈守湖

12月24日《扬子晚报》报
道，日前，南京市代市长季建
业在电视台与网民和观众互
动时坦言，南京房价确实比较
高，“以我的工资来算，大概
也要十多年才能买到一个
小房，还买不起大房”。

季市长说的是实话，市
长工资在高房价面前，的确
算不上什么。不过，我想可
不可以问一下市长：您现在

住多大的房呢？市长工资买
不起大房，但并不等于市长住
不起大房。我想这才是问题的
关键。住得起大房的市长与连
小房也买不起的市长之间，其
实并没有像报道中那样感
同身受。细细推敲，就会被
解读为真实的谎言。

官员买不起房，似乎是
时下比较容易博得民意的
话，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有房
住且有大大的房子住，在这
样的现实反差下，这种“贴

近民意”的话，就更像是一
种脱口秀，哄大伙开心一下
罢了。当然，在房价疯涨这
样的寒冬里，我们也不妨来
点阿Q似的自我安慰———
看，市长不也买不起大房子
么？说不定大梦迷糊中还会
口念呓语——— 咱祖上可比
市长阔多了。

一些官员的住房感受，
的确是与百姓相当有隔膜
的。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陈淮博士日前就表示，老
百姓望房兴叹是一个真实
的谎言。不管是说“买不起
房”的官员，还是像陈淮先
生这样坚决捍卫中国式住
房政策的“官员型专家”或

是“专家型官员”，他们肯定
没有半点房奴的感觉，也没有
半点看着房价飙升的焦急。这
是时下楼市声音里的一个显
著特征：嗓门最大的，肯定不
是操心房子住的人。说工资买
不起大房的季市长是，说靠工
资买不起房的全国人大财经
委副主任贺铿先生是，更不要
说曾大放厥词的地产寡头们。
冯仑不是说过嘛，“成为房奴，
那是活该啊”；任志强不是说
过嘛，“年轻人就该买不起
房”，甚至还大声质问“买不
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

在房价高低上的观点
打架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
的，哪怕季市长和市民就南

京的高房价互动了这么一
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南
京的房价不会因为市长说
工资“买不起大房”就止涨
下挫。事实上，很少有人会
对豪宅天价有过痛恨，但在
对于房价的认识上，任何一
级政府都必须坐正自己的
位置，那就是要考虑绝大多
数普通民众的住房感受。任
由房价狂飙突进，对此局面
束手无策，毫无疑问是住房
公共政策有偏差。当下的尴
尬是，近年来高调门低效率
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让
公众失望。重新审视我们住
房政策设计的合理性，无疑
已经迫在眉睫了。

官员买不起房，似乎是时下比较容易博得民意的

话，但这更像是一种脱口秀，哄大伙开心一下罢了。

□郭松民

1 2月 2 4日《中国青年
报》报道，看来，2009年“被”
字系列词组中，将要增加一
个新成员了：“被恶意”———
最高法日前下发的《关于人
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
监督的若干规定》说：新闻
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
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
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

权威，违反法律规定的，依
法追究相应责任。

笔者以为，笼统规定对
“报道严重失实”进行责任
追究，可能产生对媒体的不
公平，因为报道失实只要不
是媒体或记者故意为之，那
很可能就是包括法院在内
的有关方面信息公开不够
的结果。从逻辑上说，任何
一篇具体的报道，总是存在
部分“失实”成分的，因为记

者对事件真相的了解，总是
要有一个过程，事件真相的
完全暴露，也需要有一个过
程，要求每一篇报道都完全
真实，那就等于取消了新闻
报道。一般来说，只要记者
忠实于消息来源，不添油加
醋，不故意隐瞒，即便报道
失实，也应该宽容。

况且，“严重”又该如何
把握？什么叫“严重”？什么
叫“不严重”？如果没有明确
的标准，那媒体和记者岂不
是可以被随意加上一顶“严
重”帽子加以处置了吗？

再说“恶意进行倾向性
报道”，这里首先要把“恶
意”的概念搞清楚。按照国

际上推定是不是具有诽谤
动机的“实际恶意”原则，
“恶意”应该是指媒体和记
者在事先已经知道报道的
不是事实，或者有核实的条
件而蓄意不加核实，如此才
能推定属于“恶意”。显然，
除非法院能够证实媒体和
记者具有前述行为，否则即
便报道有“倾向性”，也不能
说是恶意。如果媒体和记者
动不动“被恶意”，那舆论监
督又从何谈起？

坦率地说，最高法的这
份规定，让我深感困惑：法
院打算如何行使“依法追究
相应责任”的权利呢？直接
对媒体发出处罚令？如果自

己在自己的法庭上审判媒
体，恐怕更不妥当，而且其
公正性也会受到社会的严
重质疑。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
媒体的报道总是会良莠不
齐的，这是社会为了获得真
相，为了保持对公共权力的
监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因
为众多部分失实的报道合
在一起，公众就能够看到事
件的全貌。而作为掌握司法
权的法院，消除“失实”以及
“倾向性”所带来的不良影
响的最好办法，就是透明和
公开，而决不应该是动辄
“依法追究”，这只能使自己
更加困难。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媒体的报道总是会良莠不

齐的，这是社会为了获得真相，为了保持对公共权力

的监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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