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小希

9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表《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
进展》白皮书，向世人展示了我国
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扎实举措及
取得的显著成效。（详见今日本报
03版）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现代司法包含着
理性、公正、文明以及尊重和维护
人道尊严等要义，在我国法律体系
中得到遵循，成为人权保障的最坚
实屏障。而我国司法实践也努力
践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实现惩

罚犯罪与保护人民、保障人权相统
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具体司法实
践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的宪
法原则，也是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全
体人民的坚定意志与不懈追求。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央全力推动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
本目的在强化对人民基本权利的
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描绘出全
面依法治国的蓝图，明确提出必须
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
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

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
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面推
进，我国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不
断迈上新台阶，司法公开大力推
进，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
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
坚决纠正、努力防止冤假错案。
张辉、张高平案，念斌案，呼格
吉勒图案等一批冤假错案得到依
法纠正，反映司法改革的实效，
标注着法治进步的刻度，增强了
全社会的安全感，坚定了公民对
法治的信仰。

我国的法治文明建设依然在

路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国司法
领域人权保障，仍将是我国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让司法
者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不纵不枉，依法裁判；让遇到
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犯的当
事人不再求告无门，而是凭借完备
的法律服务体系，获得及时有效的
法律援助；让人民群众通过透明、
便民的渠道了解司法，积极参与司
法……我国将坚持立足国情，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提升人权
司法保障水平，筑牢保障人权的司
法长城，让每个公民都能感受到公
平的护佑、正义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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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保障人权的司法长城

遏制“天价药方”该如何对症下药

9月 12日上午，成都东星
航空专修学院近万名同学参加
了一次“高规格”的开学典
礼：直升机空降校旗、滑翔伞
在空中翩翩起舞、空姐空哥传
递圣火……该活动通过网络直
播吸引了近10万名网友在线观
看，被不少网友称为“最豪
华”的开学典礼。（《华西都市
报》）

点评：真会玩。

□朱雀丹心

近日，甘肃兰州的刘女士陪同
丈夫在静宁路上的一家惠仁堂药店
就诊，刘女士发现，在接诊医生开
出的处方单上，密密麻麻写着60多
种中药，其中不乏西洋参、鹿茸等
名贵中药，一共三副药共5000多
元。“天价药方”引发了舆论关注，
事后，该药店返还了患者全部药
费，相关部门也已开出罚单。（《三
湘都市报》）

虽然相关部门最终开出了罚
单，但是罚单并非针对这份“天价
药方”，而是“针对当事医师多点行

医尚未报备的情况”的处罚，也就
是说，这份 5000 元的“天价药方”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这显然是
令人遗憾和费解的，“天价药方”难
道真无药可救吗？

“天价药方”的出现，不仅暴
露出当事医生职业素养的缺失，也
暴露出相关法规存在的问题。在笔
者看来，要想真正遏制“天价药
方”，首先要找到其滋生和泛滥的原
因，唯有如此，才能对症下药。为
何会出现“天价药方”？原因不外乎
以下两点。

一是受利益驱使，药店将病人
购买药品的价格高低与“坐堂医”
的绩效工资挂钩。这也就意味着，

“坐堂医”开的药方越多越贵，拿的
提成或回扣就越多，“坐堂医”成了
变相的药品推销员。在这样的利益
驱使下，“坐堂医”为了自身利益，
自然多开药、开贵药。

二是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天
价药方”并没有一个标准，如何认
定“天价药方”，并没有详细的标
准规定。这就需要积极推广“中药
处方点评制度”，建立中药处方评
价和“天价处方”认定机制，组织
相关专家对开具的处方把脉鉴定，
这不仅是遏制“天价药方”的有效
手段，也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的有
效方法，更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顺势
之举。

其实，要想遏制“天价药方”
并非难事。

首先，必须斩断以药养医的利
益链。“坐堂医”利益和药品销售挂
钩，很容易导致过度医疗，造成

“病态药方”的出现。因此，将“坐
堂医”和药品销售分离，从根源杜
绝医生多开药、开贵药的可能性尤
为重要。

其次，“天价药方”违背医改初
衷，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健全相应的
法律体系和规章制度，对“天价处
方”进行遏制和惩处。唯有从法律
层面对“天价药方”进行约束，并
通过严惩重罚加上综合治理，才能
确保“天价药方”不再出现。

泾阳茯砖茶：一道古老的茶

□文/图 本报记者 郭勇睿
齐 放

“自古岭北不植茶，唯有泾阳
出砖茶。”秦川八百里，泾阳出名
茶。陕西是神农开创五千年茗饮之
风的地方，陕西引领了举国茗饮风

气之先，陕西创制了无与伦比的绝
代茶具，陕西是创制中华第一贡茶
的地方，陕西更是创制中华第一茯
茶的地方。

这里所说的名茶指的就是茯
茶。茯茶不仅是中国历史最长、影
响深远的茶叶品种，更是最早具备

规模化、标准化的手工产品。
日前，本报记者专程来到茯茶

原产地——泾阳，揭开被誉为“丝
绸之路上神秘之茶”泾阳茯砖茶的
神秘面纱。

陕西京众康茯茶 （集团） 公司
副总经理陈永骄傲地告诉记者，泾
阳作为茯砖茶的加工制作发源地，
有着近千年历史，也是历史上唯一
的茯茶加工制作基地。2013年获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确认了“泾阳茯砖茶”的历史
地位。

茯砖茶是泾阳人首创发明的。
自汉朝张骞出塞打通古丝绸之路开
始，泾阳就是川茶、湖茶销往西北
牧区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集散地和
中转站。茶叶主要是黑毛茶 （也叫
引茶，清时改为票茶，属官茶），古
时交通不便，茶道主要靠马驮船
载。自加工包装后，才沿古丝绸之
路销往西北各地乃至欧洲。在集
散、加工、制作岁月中不经意间发
现加工之茶长出“金花”，也就是冠
突散囊菌，形成了泾阳独有的茯砖
茶。

茯砖茶因出品于陕西泾阳，古
称“泾阳砖”；因其效用类似土茯
苓，故称“茯茶”。据史料记载，茯
茶在泾阳出现是北宋神宗熙宁年
（公元 1068~1077） 左右；茯砖茶形
成 定 型 约 在 明 洪 武 元 年 （公 元
1368） 前后，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
历史。1900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
京，慈禧太后逃至西安，安吴有名
的大财东赶到西安拜见，当时所带
土特产中就有泾阳茯砖茶。因发音
关系，慈禧误听为“福茶”，福气之
茶，后来就有了“福茶”之说。

明清至民国时期，随着商品生
产和商业贸易进一步扩大，因销往
西北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过泾阳
的茶叶量不断增大，所以茶叶的运
输问题凸显。为了缩小体积增加运
输量，茶商在黑毛茶运抵泾阳后进
行改装、改制，用手工制成块状，
因像砖块，故称“砖茶”。后发现砖
体内生长有“金花”，同散茯茶一
样，故又称“茯砖茶”，后定名为

“泾阳茯砖茶”。制作成砖茶后，销
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及中西亚各国。

1873年后，陕甘总督左宗棠有

意扶持湖南人，泾阳增加了南柜
（全系湖南人），是为泾阳茶商最盛
时期。

1921年，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
右任感动地说：茯砖茶 800 多年
来，一直是官方调控“茶马交易”，
官方称其为“安边茶”。而今又大力
支持革命军，堪称“安国茶也”。

“明清民国时期是泾阳茯茶的鼎
盛时期，当时仅泾阳一地就有86家
茶铺，每年经营茶叶 300 吨至 500
吨，分销西域、俄属各地。”陈永
说。新中国成立后，在工商资产改
造大环境下，咸阳通过公私合营，
对县内老茶行、茶店进行改造整
合，成立了泾阳县人民茯砖茶厂。
当时，泾阳生产的“人民牌”“红星
牌”等茯砖茶享誉西北。1958 年，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茶叶局决定撤销
该厂，把茯茶加工制作地转移到湖
南安化。从此，咸阳茯茶的加工制
作停滞近半个世纪。

虽然茯茶在秦地一度消失，但
茯茶的文化和工艺仍流传于泾阳民
间，这为后来泾阳唤醒茯茶埋下了
伏笔。

编者按：9月8日，漯河日报社与陕西泾阳京众康茯茶（集团）公司正式签约，成为该公司在漯河市茯砖茶的总经销商。为了加深读者了解茯砖茶的
历史文化、独特魅力、养生功效等，漯河日报社派记者专程赴泾阳对茯茶的前世今生、制作工艺等进行了采访，写出了一组系列报道，即日起陆续刊登。

探秘古丝绸之路——走进泾阳·感悟茯茶系列报道之一

9月 12日，在湖北恩施一
景区，随着旅游的火爆和景区
的提档升级，大量游客深入大
峡谷景区，一睹“芳容”。火爆
的假期游激活了当地的旅游市
场，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
背孩工。一个背篓，成为他们
赚钱的工具。（中新网）

点评：开心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