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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将

12月25日上午，由于两名群友在
微信群里发了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
西，网友“明月心”便把这两名群友从
群里删除了。没想到，一会儿烦恼就
来了。从当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2点
（其间消停了1小时），每隔两三分钟，
网友“明月心”的手机便接到响一声就
挂“呼死你”的骚扰。(详见昨日本报
06版）

在长达 4 个多小时里，每隔两三
分钟就被骚扰一次，搁谁身上都受不
了。然而，面对客户的投诉，运营商
称通信公司无法识别骚扰电话，无法
阻止这种恶意骚扰行为，建议客户安
装杀毒软件，进行拉黑屏蔽。看似运
营商给出了解决“呼死你”的办法，
但实际上，还得靠客户自己。

“呼死你”是一种新型恶意骚扰行
为，已严重影响受害者的正常生活和
工作，但目前在法律上，对于“呼死你”
的处置仍存在一定空白，这就要求立
法机构急需完善法律法规，给“呼死
你”定性，让执法部门有法可依。

其次，作为通讯运营商，应未雨
绸缪，提前在技术上做好防范，加大
监管力度，切实采取有效手段制止

“呼死你”，不该束手无策，不该仅止
于提醒。

最后，对于不慎遭遇“呼死你”
的受害者来说，在目前没有更好办法
的前提下，一旦遭遇“呼死你”，要
么就关机，要么就进行拉黑处理，无
疑是最有效的办法。

面对“呼死你”
不该束手无策

驴友频受困
探险待规范

新闻背景

12月23日晚，在河北定州东站，原本
应于当晚9时09分停靠站台的G506次列
车，却突然“跳站”，30多名候车乘客在站
台滞留超过一个小时后，才被安排乘坐一列
临时停靠的列车，返回北京。（《新京报》）

议论纷纷

高铁为何靠站后不开车门，又为何直接
“跳站”？目前仍没有官方说法。虽然乘客都
已经采取其他办法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切
莫因为“事情过去了”就让真相、权益、安
全也跟着“过去”。

——郭雪岩
列车“跳站”需要调查，要向公众解释

清楚，如果涉及安全责任事故，则应处理相
关人员。更重要的是，对于权益受到损害的
乘客应当道歉或赔偿。

——郭文斌
在信息化、法治化完备的当今，破解火

车晚点索赔不能总是个难题。而类似的列车
“跳站”之类的“百里挑一”事故，也应有
相应的“赔偿”机制跟进。

——杨玉龙

列车“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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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医药回扣顽疾还需新药方

罗某笑走了 别再苛责了

□孙 闻

近日有媒体曝光上海、湖南几家知名医
院有医生从医药代表手里拿回扣，有的竟占
药价 30%~40%。国家卫生计生委及时回
应，要求两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报道中涉
及的高价回扣事件展开调查，对涉及的违规
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新华社）

医生拿回扣是个顽疾，与之伴生的药价
居高不下更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2013 年 12 月，卫计委印发 《加强医疗卫生
行风建设“九不准”》并下发通知，要求贯
彻“九不准”的学习教育覆盖面要达到
100%。“九不准”明确要求不准开单提成、
不准收受回扣。

近年来，每有医务人员因拿回扣被查
处，处理文件中总少不了“举一反三”“严
肃处理”等字眼儿。为什么一道道禁令、一
次次专项治理拦不住医生伸向回扣的手，砸
不断药企、医药代表和医生、医院之间的利
益链条呢？可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去
不了医生拿回扣的病根儿。

“医院与企业有一个共同利益机制，就
是药品加成政策，购进的药品和器材价格越
高，医院的加成收入就越多，这是群众医疗
费用负担加重的重要诱因。”2005 年 4 月 18
日，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一句话点到了
病根儿上。

可以说，医药卫生主管部门对“以药
养医”机制存在的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
而要根治医生拿回扣就得下猛药，坚决破

除医企间共同利益机制，切实解决“以药
养医”。

公共医疗服务的根本任务是让群众能
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受到相对公平的
医疗服务。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
处于攻坚期，药品供应保障制度是改革
重点。

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每个环节都可
能助推药价虚高，突出强调某一个环节的责
任有失公允，也无助问题解决。但医药卫生
主管部门要敢于把改革矛头指向自己，应将
此次曝光的医生拿回扣事件视作加速推进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弊
病的有力鞭策。在打击医药回扣这件事上，
不能止于处理几名当事违规人员了事，而应
尽快拿出根治老毛病的新药方。

□汪昌莲

一边是野外探险的新鲜刺激，无人
区、神秘山谷、世外桃源；一边是驴友
遇险遇难事件的不绝于耳，被困、失
踪、坠崖。记者调查发现，随着“背包
客”野外旅行的火热，各类自然保护区
成为众多驴友的目的地，而频发的驴友
遇险事件给自然保护区的安全管理带来
了严峻挑战。（详见本报昨日14版）

近年来，驴友遇险事件时有发生，
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据广东
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对下辖的 58
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不完全统
计，2011 年至今，进入自然保护区的
104769 人次驴友中，遇险求救达 205 人
次，其中 284 人获救，13 人遇难。

登山探险，是驴友常用的一种户外
运动方式。因为可以拥抱自然、挑战自
我、锻炼意志、提高野外生存能力，所
以深受青年人的喜爱。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户外运动越来越受欢迎，驴
友队伍也就日益壮大。但驴友运动多数
带有探险性，属于极限和亚极限运动，
存在很大的挑战性、刺激性及危险性。

因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驴
友的，其对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以及
体能、常识、技能等，均有较高的要
求。但现实情况却是，一些探险团队是
一群无体能、无常识、无技能的“三无
驴友”。一旦发生了迷路等险情，因为
他们缺乏专业知识和生存技能，显得惊
慌失措、束手无策。如果不能得到及时
救援，后果将不堪设想。特别是，一些
驴友擅闯保护区，存在巨大安全风险。
可见，对于一些任性驴友，不能一救了
之，还应给予必要的惩戒。

换言之，针对驴友探险，还需立法进
行统一规范，从源头上规避驴友的任性
行为，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比如，今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陕西省旅游条例》规
定，组织驴友穿越秦岭具有危险性的健
身探险旅游活动，应提前 5 天备案，否则
要处以最高 5000 元的罚款。这就是通
过立法形式对社会提出警示：做驴友存
在一定风险，公众要谨慎为之。其实，户
外运动有许多种，不一定都去选择充满
风险的运动方式；要做自己能力范围内
的事情，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要懂得放
弃。毕竟，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曹玉兵

12月24日，传来一个不幸而让人揪心的
消息：深圳白血病女孩罗某笑离世。此前一
篇网文《罗某笑，你给我站住》，感动无数网
友，很多人用捐款的方式对患重症的笑笑表
达关注。与此同时，文章作者也是女孩父亲
罗尔，因涉嫌隐瞒和夸大部分事实而备受指
责。最终，通过“打赏”方式捐助给罗某笑
看病的二百多万元，被一一退还。（新华网）

回顾事件经过，罗尔的一些言语和做法
确有不妥之处。为此，罗尔本人曾试图通过
媒体向公众解释，然而很多网友并不买账，
认为罗尔所做，是在利用公众善意，骗取社
会同情心，透支社会诚信。即便两百多万捐
款退回后，仍有网友揪住不放。

一个多月来，此事在网上争议不断。
罗某笑去世，其家人作出决定，将罗某笑
遗体捐献。我们注意到，网上多数人对小
姑娘离去表达了痛惜之情，但仍有一些人
对罗尔一家作出捐献遗体的决定进行非
议，并将愤懑情绪再次指向罗尔。比如说

“捐遗体是获得社会谅解”，“孩子从生病到
死一直被父亲利用”，还有网友写道，“女
儿很乖巧，读懂了罗尔的心思，没要他一
套房子，安静地走了”。

类似的言论，实在有点残忍。无论当初

罗尔是否夹杂着私念、在一些问题上隐瞒了
公众，一个 6 岁小女孩的身上，不该承受成
人思维逻辑中的是非曲直。

捐献遗体是否隐含着罗尔内心些许内
疚和救赎的成分，已不重要。作为痛失爱女
的父母，罗尔一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值得
我们敬重。所有的指指点点和妄肆臆测，都
是一种苛求，甚至是道德洁癖。怀着对生命
的敬畏之心，真诚地尊重罗尔一家的选择，
才是社会的理性表达和应有善意。

罗尔向公众募捐，有可商榷之处，但有
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作为父亲救女的本意和
心切。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以他的家境，还
没有到非要向社会寻求救助的地步，但很多
情形是当时无法预测的，求助社会也是一个
普通家庭救治重症亲人的可选项，可能不是
必选项，而罗尔把它当作了首选。这样的道
德逻辑，确有瑕疵，但不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需要一遍遍鞭笞。

其实，罗尔募捐暴露的一个问题最需要
关注：医疗保障不足，像罗某笑一样的重症
患者，面对巨额的医疗费，如何获得社会救
济而不至于因病致贫。

罗某笑走了，别再继续纠缠于捐款事
件，疑虑和指责也可以休止了。“穿过夏天的
栅栏和冬天的风雪过后，人性之美终会抵
达，善良会被温柔相待。”这位网友的留言，
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针对媒体报道的西安一
位农民自掏24万元把村里的
泥路修成水泥路，却被国土
局称为违建要求拆除一事，
引发了舆论关注。12月 25
日，西安市官方回应称，修
建的道路应完善程序予以整
改；营利性足球场及其附属
设施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
予以拆除。（澎湃新闻网）

就这件事情来说，还是应
该从两个方面辩证来看。一
方面，国土、城管等相关部门，
应多一些责任心，多做一些前
瞻性工作，引导农民按规定办
事；另一方面，作为有心做好
事的公民，在做好事之前，还
是应该多了解一下政策，按照
政策和要求把相关手续办好，
依法合规的办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