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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6亿元亿元，，会毁了会毁了““爱情天梯爱情天梯””吗吗

“涨工资最幸福”不只是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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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 4日是“爱情天梯”女
主角徐朝清下葬的日子，不少人赶来送
别。山路泥泞不堪，车辆通行困难，攀
爬“爱情天梯”无比艰难。可这一切，也
许将随着“爱情天梯”的开发而成为绝
唱。据称，当地将借“爱情天梯”东风，
投入 26 亿元修建公路，打造旅游景
点。 （见本报今日B03版）

小洛：“爱情天梯”的故事让人感
动，这样的爱情值得更多人去品味。当
地政府努力开发和宣传，不仅能吸引游
客，也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老谭：“爱情天梯”是人们对现代社
会纯粹爱情的向往，一旦被开发包装成
赚钱的工具，就丧失了内涵。“爱情天
梯”怎么能放在消费的大潮中？它本身
就是对物质的超越，开发是对是两位老
人的不尊重，是对他们爱情的亵渎。

小洛：尽管两位老人已经离世，但
他们的爱情不会因为景区的开发而贬
值。再说，当地有山有水，风景秀丽，且
留存有其他爱情佳话，政府对“爱情天
梯”开发只是有效地对当地文化资源进
行整合利用，开发并打出“中华第一爱
情山”的招牌，是负责任的，保护了“爱
情天梯”不受破坏。

老谭：游人纷至沓来，轿车开进山
里，还有多少人能从“爱情天梯”中品味
出爱情的苦涩与甜蜜？这是当地的政
绩冲动在作怪！不久前，“莫言家乡要
赔本种万亩红高粱”就被大家批评，江

津这回竟然要斥资26亿元搞开发，怎么
就不长记性！这种只顾噱头不注重内涵
的行为，能得民心吗？能长远吗？

小洛：当地从 2007 年就已经开始
围绕“爱情天梯”打造“中华第一爱情
山”，有资料显示，“爱情天梯”所在的四
面山景区旅游综合收入从2007年的3.1
亿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15 亿元。这表
明，当地有能力打造让人心驰神往的景
区。再说，政府对景区的打造包括修公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难道对当地的老百
姓不是好事？精神不能当饭吃，守着老
观念咋发展？

老谭：“爱情天梯”能够感动人，是
因为两位老人执着的爱情和清贫的生
活。它的价值，就在于这种遗世独立的
坚守精神。搞开发，把爱情物质化、浮
躁化，看似保护，其实是在毁坏大家心
中的“爱情天梯”！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
患双方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
有理”。日前，市医疗纠纷调解处置
中心挂牌成立，解决这一矛盾有了更
公正且功能更多的调解机构。据了
解，这个具有政府职能的第三方中立
机构将通过制定回避制度、建专家库
等多种手段保障调解公平。（见本报
10月31日A02版、11月2日A09版
报道）

部分患者对医院、医生有抱怨，导
致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发生。发生
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我国的医疗
投入、医疗体制建设等问题。

然而，就多数医患纠纷来说，医患
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由此导致的不信
任感是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消除信
息不对称、增加医患互信为何是医疗服
务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可以用著名
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讲的一个例子来
说明。

人们使用洗发水、沐浴露时，会产
生泡沫。普通人习惯看到泡沫，假如一
种洗发水在使用时不产生泡沫，估计不
仅不会好卖，还要被认为是假货——泡
沫都没有，能洗干净头发？

其实，洗发水、沐浴露之所以会产
生泡沫，是因为这些产品中含有表面活
性剂，而大部分表面活性剂只有发泡作
用，没有去污能力——也就是说，这些
泡沫对清洁头发是没有用的。

那么，为什么消费者购买洗发水、
沐浴露时只关心泡沫的多少，而不去考
虑真正对洗发有用的化学成分呢？

很简单，对洗发有用的化学成分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普通消费者只
能通过他们能看到、摸到、感到的东
西来判断产品的好坏。这就是一种
信息不对称。所以，用来发泡的表面
活性剂尽管是一种“浪费”，却是一种
必需的调节手段，是一种确保提供产
品和获得产品双方能够沟通的调节
手段。

医疗服务也是如此。普通人难以
像医生那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这
样，整个医疗服务过程中就会产生信息
不对称。生病去看医生，总是盼望能看
到“泡沫”，得到医生的关注，与医生充
分沟通。当医生对患者的病情只三言
两语，患者怎么能知道医生是称职的？
如何在心中确认医生的诊断和决策是
负责任的、正确的？

当然，一个事实是，多数疾病医生
都见得太多了，作为专业人士，他们对

于事关生死的病症可能一点儿不陌生，
患者又那么多，他们可能不会给一名患
者那么多时间。再者，医生都很明白自
己肩上的责任，不会不负责任地作出判
断——给予医生信任，也是患者的责
任。

那么，在医患关系中，如何消除信
息不对称，进而避免纠纷？

其实，一句温暖的询问、一席体贴
的话语，就能使病人的心情得以舒缓，
铲除医患矛盾的祸根。抚慰患者的动
作、耐心倾听的时间，可能是消除医患
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双方信任得以建
立，使医疗服务得以顺利进行的“泡
沫”——也许这些泡沫“没用”，却是必
需的。

这也就是现在不少医学院开设“感
同身受课”的原因：当医生习惯通过细
致观察并不断去体会病人的痛苦时，当
医生有意识要成为真正的“医师”而不
是一个会诊病的“匠人”时，当患者能
感受到自己被作为有感情的个体被平
等对待时，医患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将
得以疏解。

当然，如今，医生专业以外的负担
已经不小了，医疗机构设立给予病人更
多关爱的专人专岗很有必要，这需要体
制和政策的大力支持。

疏解医患矛盾，
从消除信息不对称做起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小康》杂志和清华大
学媒介调查研究室 2 日联合发布

“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
显示，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
因素，健康和婚姻位居其次，“提高工资
水平”成为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
式。（11月4日《山西晚报》）

六成公众将幸福的前提默认为“工
资上涨”，这当然不是因为物化的年代
鼓噪了公众逐利的野心，更多的是对生
存的惶恐和迷惑以及对物质基础失衡
的茫然。

就在 前 几 天 ，我 们 还 在 争 论 在
城市生活月薪多少才不会惶恐。是
的，幸福越需要收入“打底”，越说明

两个问题：一是在收入分配上，“不
幸”的感觉司空见惯；二是在追求幸
福的道路上，公共物质性保障绵软
乏力。

幸福是什么？尽管每个人对幸福
都有自己的定义，有些甚至不靠谱，但
不管怎样定义幸福，从“仓廪实”到“知
幸福”，确实是一种进步。

当然，关注幸福与幸福的层级显然
是两回事情。对普通民众来说，涨工
资，眼下确实意味着无上的幸福。譬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
所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
示，去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
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
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底
层群体被“平均数”甩得太远，自然难言

幸福。
然而，“涨工资最幸福”，又显然不

只是实话实说那么简单。一方面，它反
映了我们对收入分配改革调整的迫切
期待。此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四季度要着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如
何在初次分配中落实“公平”诉求，最

“庸俗”的理解恐怕就是给普通劳动者
“涨工资”。

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告诫制度设计
者，一切幸福与尊严都离不开物质基础
的构建，尤其是当我们问询农民工等群
体幸福不幸福的时候，基本薪资和公共
保障的层级决定了这个问题是脚踏实
地还是虚妄无度。有钱的不见得幸福，
但没钱的一定不会幸福。

能让更多
人来感受，还可
促进经济发展

小洛观点

是政绩冲
动，爱情不能被
物质化、功利化

老谭观点

□忻尚龙/文 许建弶/图

【新闻背景】“亲！您为孩子抢注微博及
QQ了吗？”随着微博和QQ的普及，网上出现了
一种怪现象：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现
在越来越多的家长热衷于给孩子开微博、挂
QQ。等到孩子会上网时，QQ等级就有3个

“太阳”，或微博粉丝人数上万。（11月4日《东南
快报》）

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孩子将来能有
更好的发展，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从
方方面面早作准备，完全可以理解。可“事必躬
亲”到连QQ都为孩子提前注册、挂机的地步，
就让人哭笑不得了。

连孩子QQ号这样的小细节都准备好的家
庭，估计大事更要提前筹备了，说不定连儿媳
（女婿）都想提前找好，然后从娃娃开始培养了。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为花朵准备好适宜的
土壤当然应该，但要是连大棚都一并罩上，“筹
划”好晒多久的阳光，吹多大的风，结果恐怕会
适得其反。

生命的意义在于经历，尝过各种酸甜苦辣，
看尽人间百态才有趣。一个什么事情都被安排
好，按家长规划成长起来的孩子，成人成家后回
想起按部就班的过去，会觉得人生有意思吗？

正如青春，我们之所以对其热爱，是因为它
的无限精彩，更因为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多。为
孩子准备高级别QQ号的多是80后甚至90后
的家长们，他们是随着QQ这种网络即时通讯
工具一起成长起来的。相信高级别的QQ给他
们带来的真正乐趣并不在于那几个“太阳”的等
级标志，而在于那些充满青春故事的“挂机”往
事，甚至是QQ版本与自己生活一同前进的经
历。若干年后，当把自己挂出来的QQ送给孩
子时，家长们不仅不会觉得骄傲，只怕还会觉得
有些傻气。

生活如同一场电影，节奏是不可跨越的，人
为地减少情节，只会把精彩的人生变得味同嚼
蜡。舞台是孩子自己的，剧情该怎么变化，终究
还是由他们自己。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自己努
力拼搏、奋斗，最终赢得自己的生活，才是快乐
所在。从上学到毕业，从工作到成家，也许会经
历很多弯路，但也会看到沿途的风景——况且，

“弯路”常会成为意想不到的特别的财富。
孩子也有长大、老去的一天。回忆过往，无

论是汗水还是眼泪，欢笑还是悲伤，都是一种让
人暖到心里的幸福，他们可以骄傲地告诉下一
辈人自己的坎坷与幸福。

天高任鸟飞，请别夺走孩子们回忆的幸福，
别剥夺他们咀嚼人生的乐趣。

请别夺走孩子
回忆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