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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药”断供怎么办？
我国将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让“一药不再难求”

□李小将

江苏句容 47岁的送餐
员王师傅，因为送一份鱼粉
找不到顾客的地址，耽误了
时间，王师傅让顾客退单，
他自掏 20 元买了这份鱼
粉，准备拿回家热一热给女
儿吃。结果还是被顾客投诉
了，面临200元的罚款。王
师傅没有埋怨顾客，而是说
“主要还是怪我”。（《现代
快报》）

没有将外卖及时送到顾

客手中，王师傅理应担责，
不管是刚入职还是因顾客是
外地人不熟悉环境，没办法
告知其具体位置都不是理
由。但此事经饭店老板一转
发，大家却同情起王师傅
来。在笔者看来，一是王师
傅努力了，并向顾客道了
歉，退了单；二是王师傅背
后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
事，不然这么大年纪也不会
去送外卖。

笔者倒不是要批评这位
顾客，而是建议大家在遇到
类似情况时，我们不妨设身

处地多为他人想一想，多一
点等待，多一些理解与宽
容，其实大家都不容易，没
必要动不动就发火，一发火
就知道投诉。

还好，此事有个完美的
结局，公司在了解情况后，
非但没有对王师傅罚款，还
去看望他，这是对一个男人
真性情的肯定。

安装GPS 别搞“自愿”

130种药已进入短缺药监测清单

□蒋璟璟

安徽省合肥市淮河路步
行街的一条巷子里，开了大
大小小的几家宾馆。但其中
一家因为店内挂着的一块白
板，而成为近来关注的焦
点。白板上写着三类人可以
免费入住，“伤残人员、孤寡
老人和未成年人”。也正因
此，这家宾馆被称为“爱心宾
馆”。尽管李玲的善举被人
称赞，但她却苦恼不已。李
玲说，经营宾馆这些年来，她
已欠下不少债务，这家“爱心
宾馆”目前也陷入经营困
境。（《北京青年报》）

世间有那么多的好心
人，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都没有如李玲一般让自己的
生活陷入巨大的麻烦。因为
做好事而欠下巨款，实在是
一件太不寻常的事情。需要

厘清的是，所谓“行善”终
究不只是简单的道德义举，
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决策；
通常所说的“好人”，很可
能同时还是一个理智的人、
克制的人、聪明的人……在
很多时候，人们总是不自觉
地放大“好人好事”的道德
标签，而忽略了其他的关联
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
某种认知缺陷和预期误导。

帮助他人反令自己陷入
困境，这并不是一件多不可
思议的事情。“热心奉献”
的李玲，不是一个高明的宾
馆经营人，也并不是一个合
格的财务管理者。从某种意
义上说，她缺乏足够的自制
力，来管控住泛滥膨胀的爱
心。也缺乏足够的圆融手
段，来拒绝那些闻风而至的

“可怜人”。不知从何时起，
她似乎就陷入了自我建构、
外界期待的“好心人”形象

之中，这之后再也无法自
拔。

解读李玲的故事，终究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她固然
是一个助人为善者，却也是
一个债务违约者。诸如此类
的复杂性，可谓贯穿“爱心
宾馆”的存在始终：李玲没
有等来“善有善报”，而很
多受助者也并未“知恩图
报”。所有这一切，其实都
指向了那些最基本的常识
——行善也是一件技术活，
必须平衡“能力”和“热
情”，必须对人性之幽微有
足够洞见，必须对各种潜在
风险充分把控……

“举债助人”“行善误己”
的极端案例，并不是我们所
期待的结果。好人做好事，
本不该换来如此的心酸结
局。相较于此，我们显然更
应该鼓励，那些理性为善的
温暖故事，来激励人心向善。

奇葩证明折腾人
□宋 潇

近日，贵阳中医学院在其
官网上发布了一则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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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教务处学
籍管理科相关负责人说，学校
发布这一通知，就是希望能让
学生少一些折腾。（详见本报
今日14版）

站在企业角度来讲，对
毕业生的学历真实性保持基
本审慎和严谨把关的态度，

确实很有必要。可问题在
于，一些单位的招聘人员根
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知道领导这么要求，只知
道以前是这么做的，便稀里
糊涂地要求学生开具这个那
个。若上述要求是基于担心
学生学历、简历造假等因素，
或许还能理解，怕就怕一些
单位“装糊涂”，明知学历证
明是多余的，也要让学生“多
跑一段路”。

其中体现的，绝不是什么
类似对单位和个人负责的精
神，而是职场招聘程序呆板化
的一面“镜子”，即“以往怎么
做现在也就怎么做”。殊不
知，在简政放权深入推进的背

景下，这样的证明已经显得越
来越不合时宜，如今在学籍网
和学信网上都能查到学生的
相关信息，通过信息共享就能
解决的问题，却非要折腾学生
自己来提供。

说到底，此事和以往一
些市民被奇葩证明折腾的例
子，其实都是一个性质，都是
审批过多、程序烦琐、效率低
下的体现。并不是说审查学
生的学历不好，而是希望企
业在对招聘人员进行筛选
时，不要墨守成规，更不要人
为地添加一些不必要程序，
否则到最后，不仅折腾了学
生和学校，更会空耗社会运
行的成本。

心脏病临床手术必用药鱼精
蛋白、治疗儿童心功能不全的地
高辛口服液……国家卫计委汇总
分析各地监测上报品种并委托中
国药学会调查发现，我国药品短
缺集中在常用低价药和专科、急
（抢）救药。

今年 6月，国家卫生计生委
等 9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改革
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
施意见》提出，建立短缺药品供
应保障分级联动应对机制，实行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分类精准施
策。有关负责人表示，社会关注
度较高的鱼精蛋白、丝裂霉素等
130种临床急需短缺用药均已列
入清单管理。

“此次巯嘌呤片出现短缺后

能够迅速恢复市场供应，源于短
缺药品监测网络的逐步建立完
善。”国家卫计委药政司副司长
张锋说，按照有关要求，卫生计
生部门近两年建立的短缺药品监
测网络前期已经监测到巯嘌呤的
短缺风险预警，从 8月份起就通
过加速相关企业GMP认证等措施
进行应对。而按照药品生产流通
的一般规律，若无预警监测，恢
复供应还需要半年左右。

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通过“一对一”解决之
策，开展了短缺药品市场撮合试
点，启动了国家短缺药品供应保
障工作会商联动机制，一揽子解
决了监测清单中大部分药品短缺
问题。

助人行善要理性

针对近日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患儿临床必需用药国产巯
嘌呤片在多地遭遇短缺，国家卫
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21日表示，
按照此前重点监测情况，20日已
完成应急生产检验首批295万片
巯嘌呤并已陆续发货。各地将抓
紧协调组织做好采购配送工作，

直接挂网采购，确保供应。
药品短缺近年来为何频现？

让医患双方不再为“救命药”断
供“揪心”、回应民生医疗关
切，我国将通过完善监测预警、
优化药品研发流程、加强供需协
调等全链条发力，让“一药不再
难求”。

到 2020年，我国将构建短缺
药品信息收集、汇总分析、部门
协调、分级应对、行业引导“五
位一体”工作格局，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制
度。从全链条看，药品结构性、
局部性短缺“症结”何在？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
长牛正乾指出，药品是特殊商
品，对病人属于“刚需”。完全
靠市场，药品生产成本上涨，利
润空间下降，药企不愿意生产，
价格低、用量小的药品就容易短
缺。

“就源头端而言，我国是原料
药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总体上
看，原料药工业属于精细化工，
生产工序多、投入大、高耗能。
同时，市场对原料药的依赖度
高。”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国内

有巯嘌呤原料药批准文号生产企
业3家，但仅1家实际在产；而主
要在产的制剂企业因原料药价格
上涨过快采购困难停产，加速导
致了巯嘌呤片供应较大程度短缺。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曾益新表
示，在市场之手失灵的情况下，
政府“托底”搭建信息沟通的平
台将发挥好“协调员”的作用。

从整个医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看，能力性和结构性短缺成为
医药产业一些领域“后劲”不足
的“掣肘”。《关于改革完善短缺
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
提出，鼓励药品研发创新，对临
床急需的短缺药品注册申请予以
优先审评审批。从2016年起，食
药监总局对优先审评列出了17种
情形，将临床急需、市场短缺的
药品纳入优先审评范围。

记者了解到，国家卫计委、
食药监总局等多部门将从 22 日
起，针对氨苯砜等短缺药品清单
上27种疑难短缺用药，集中原料
药和制剂生产企业会商解决。如
何推动“寻药记”早日谢幕？

——完善监测预警，搭建短
缺药品多源信息采集和供应业务
协同应用平台。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将扩大监测范围，在目
前 500多个医疗机构监测哨点基
础上，向生产和流通等重点环节
延伸，推动实现信息监测全覆
盖。“从‘使用端’前移到‘工业
端’，有助于直接实现‘未雨绸缪
’。”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副
主任肖鲁说，今后应加快推动主
管部门提出的短缺药品及其原料
药生产企业停产备案制度，缩短
短缺实际发生与应对机制启动的

“时间差”。
——动态调整完善短缺药品

清单。专家介绍，疾病谱、重点
人群临床用药需求、突发事件应
急保障需求是不断变化的过程，

“解决药品短缺并非一日之功”。
今后，我国还应完善药品短缺标
准动态确定机制，利用大数据分
析等手段科学建立药品常态储备
机制。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
联动。业内人士指出，解决廉价
必需用药“叫好不叫座”的问
题，需同时推进医保付费方式改
革，调动医疗机构使用廉价“救
命药”的积极性；还要建立科学
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制度，引导
医务人员选用价廉质优的药品。

据新华社

药品短缺原因复杂

全链条发力走出“救火式”治理

多些理解与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