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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暴力伤医 树起法治标杆

遛猫遛狗的见多了，你见过遛
蛇吗？这事还真有。最近广东东莞
一位市民散步时遇到一条水律蛇，
他顺手带回家交给两位女儿玩，名
曰遛蛇练胆，并拍下视频分享到小
区业主群。这下可不得了，业主群
炸开了锅，大家持一边倒的反对
声。（据《科技日报》）

孩子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内在规
律，包括胆量历练在内的素质教育
和品格培养，需要在不违常识和不
悖规律的前提下循序渐进，不可操
之过急地揠苗助长，或以家长自认
为的勇敢标准来强迫孩子。饱受诟
病和存在风险的遛蛇练胆等奇葩家
教，不值得提倡与效仿。

部门“掐架”考生受伤

□项 堃

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伤医事件处理结果近日发布。据警方通
报，打人者一人被刑拘，一人被取保候
审。涉事医生的反击行为，被最终定性
为“被迫”，不承担任何责任。（据新华
网）

滋事打人获严惩，医生自卫不担
责，这样的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为同类事件树起了标杆。而这一事
件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仔细审视，这一
事件沉寂 20 多天后能够被“打捞”进
入话题热搜，社会自发形成的舆论压力
不可忽视。因为不忍看到一位好同行无
端被打，见证者发表长文还原事情来龙
去脉，医生群体要求“维护医生人身安
全”呼声不绝于耳；因为担心社会不明
真相、舆论走偏，许多患者分享自身经
历力证“这是位好医生”，网上网下人
们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呼吁“严惩暴力
伤 医 者 ”。 种 种 激 愤 之 声 ， 一 篇 篇

“10W+”，映射出“医闹”已激起了社
会公愤。

医患关系本身是个温暖的词，双方
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然而近些年来，
它却时不时与纷争、冲突甚至伤害等词
相关联。大夫学习防身术、某某医生又
被打等消息屡屡见诸媒体，甚至传出医
生被迫下跪道歉的荒唐事儿。更吊诡的
是，这些伤医辱医事件，或不了了之或
拖沓迟缓，往往得不到高效处理。问题
出在哪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
要症结是，无论医院、医生还是执法者
此前都顾虑良多。都觉得医患冲突太过
敏感，稍不小心会点燃舆论怒火，于是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院方“花钱买
平安”的招数常见，有关部门双方说
和、息事宁人的态度亦不鲜见。当然，
最后事实一再证明，妥协换不来和谐，
姑息只会纵容暴戾。

所幸，如今社会舆论环境已日趋成
熟。从北大医院伤医事件可以看出，这
次人们没有不问青红皂白对医生群起而
攻之，反而迅速形成严惩医闹行为的社

会共识。且不论医患纠纷的具体缘起，
单在法理上，使用暴力便是违法。现行
法律体系对医闹已实现了“有法可
依”，2015年“医闹”已经入刑，各类
通知意见也不断印发。可以说，扭转走
偏的医患关系“万事俱备、只欠东
风”，是时候放下重重顾虑，把腰杆挺
起来，让法律落地生根。

医生被视为“生命保护神”“健康呵
护者”，保护医护人员就是保护我们自
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那些屡禁不绝
的“医闹”实现更有效的约束，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是一方面，形成一个更加系统、
全面的管理体系同样迫在眉睫。此次舆
论热议的“黑名单”制度，就颇具代表
性。像惩治“老赖”一样，关联个体征信
体系，让医闹者真切感受到压力，他们才
会主动收敛自己的无理言行。

扶伤救死弘人道，济世匡民暖杏
林。北大医院伤医事件得以妥善处理，
是一个积极变化。但让医生重新“神
圣”起来，需要做的还很多。期待各方
拿出实际行动，营造尊医重卫的氛围。

“锦鲤”诱人“鱼饵”当防
□李 洋

“转发这条锦鲤，好运不断，心想事
成！”支付宝策划的一次转发抽奖，引爆
全民转发锦鲤图片的热潮，各类蹭热点
的营销活动遍地开花。一时间，“杭州锦
鲤”“深圳锦鲤”“重庆锦鲤”等各种名
目的“锦鲤”刷爆社交网络。（据人民
网）

毫无疑问，“锦鲤”营销提供了一个
三方共赢、小投入高产出的优质营销案
例。平台自身吸引流量，合作商家提升
关注度，而用户在低成本参与的同时，
又有可能获得各种福利。

一时间，众多商家争相效仿。然
而，在这看似完美的共赢模式背后，其
实也风险暗存。

首先是营销活动不规范，比如，某
地“锦鲤”营销活动强制要求参与者关
注若干公众号，同时奖品名单中的部分
商家表示并未参加此活动，此外存在不
同网友报名后收到同样兑奖码的情况。
其次，大多数“锦鲤”营销会要求公众
在参与活动时填写手机号、微信号等个
人信息，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最后，

“锦鲤”营销火爆之下，还有不法分子以
此为名进行电信诈骗。

如果说，“锦鲤”营销是一种创新，
那么水平参差不齐的“锦鲤”营销，也

有待多方发挥合力加以规范。
比如，活动举办方应引入第三方公

证机构，保证活动的合法、公平、公
正。再比如，一些“锦鲤”营销中“被
赞助”的商家应该对违规平台进行追
责，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监
管部门还需要应时而动，加强对虚假信
息、诱导活动的审查力度，同时结合营
销行为的变化提出有针对性的惩处措施。

当然，监管难以做到百分百覆盖。
有人说，“如果你没有为一件商品付费，
那你本身可能就是商品。”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公众在参加转发抽奖活动时也
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别最后没当成

“锦鲤”，却咬到不良商家的“鱼饵”。

□于立生

通过事业单位公招资格审查、笔试
第一，却突接通知“因专业不符取消面
试资格”……这是长春市民吕天奇报考
吉林伊通县公路管理段养护管理岗位时
遭遇的奇葩事。（据《新文化报》）

招考公告中，公路养护管理岗位的
专业要求为“交通运输、交通工程”，吕
天奇学的是“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
但他还是电话咨询了该县交通局，经获
准才报考的，可资格复审时却被该县人
社局以“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属于土木
类而非交通运输类”给刷下了。

该县人社局说，若同意吕天奇继续
面试，对其他考生不公平。可换个角

度，取消其面试资格，又似将错就错地
在一条道儿上往黑里走。

土木工程类专业属于公路养护管理
岗位的适格专业吗？网上随意检索一
下，很多地方公路养护管理岗位的招
考，无论企业的，还是事业单位的，土
木工程都是适格专业。像湖北省交通厅
公路管理局养护管理处的科员职位公务
员招考，专业要求都是土木工程、道路
与桥梁工程等。怎么到了伊通县人社
局，就要“独树一帜”，把土木工程类专
业排斥在外呢？

问题的关键，倒并不在于所谓的该
县交通局“把关不严，初审予以通过”，
而是此次招聘岗位的专业要求设置，不
科学，不合理，出现了重大缺漏。

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

定》，在事业单位公招中，用人事业单位的
上级部门和人社部门，同负督导、监管职
责。人社部门的督导、监管，不能仅是事
中、事后两眼盯在考生是否报考资质相符
上，而应关口前移，在招考公告拟制之初，
就对招聘岗位的专业要求设置尽到审核
把关职责。如果专业要求设置先就出现
了偏差，那么后面的关把得越紧，在错误
的道路上走得也就越远。

试想，要是在吕天奇咨询之初，该
县交通局不是简单同意报考，而是把相
关信息反馈给该县人社局；该县人社局
又对招考公告上的专业要求设置，及时
补正，加入土木工程类专业，并作补充
通告……相信就不至于出现如今吕天奇
录不录取都两难，以及此次公招公信力
因“出尔反尔”而流失的尴尬局面了。

用灭火器闹婚
别拿无知当个性

□李小将

10月14日，河北秦皇岛一处婚礼
现场，新人刚下车，便遭亲友团用灭火
器狂喷，现场瞬间被白色粉末笼罩。有
男子不满这样的恶搞，冲上前理论，险
些动手，还好被人拦下。专家提醒，干
粉灭火器切记勿对人喷，过量吸入其喷
出的粉末，可能会给肺部带来损害，甚
至致人死亡。（据中新网）

从古到今，各地都有闹婚习俗，方
式方法也不尽相同，但热闹喜庆的主题
亘古不变。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在
很多地方，这一习俗逐渐被人们摒弃，
尤其城市。

这次亲友团用灭火器闹婚着实让人
“长了见识”，原来灭火器不仅可以用来
灭火，还可以充当闹婚道具。只是被灭
火器这么一通猛喷，搁谁身上谁都接受
不了，这也就不难理解缘何闹婚场面险
些失控。

凡事总得有个度，闹婚是为了烘托
婚礼的喜庆氛围，而不是让你打着习俗
的旗号，拿低级当趣味、拿无知当个
性。殊不知，这不是闹婚，而是胡闹。
如此肆无忌惮地闹腾下去，扭曲和毁掉
的不仅仅是传统习俗，有时还会造成不
愉快，甚至闹出人命，千万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