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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平价商店“走”得更远

【新闻背景】 58岁的洛阳市妇女儿
童保健中心儿科主任医师毋剑梅拥有大
量“爸妈粉丝”。她是洛阳很多家庭的

“编外成员”，孩子从出生起，就由父母带
着找她看病，直到长大。原因很简单：毋
剑梅经常用几毛钱、几块钱的处方治好
孩子的病。“一毛钱能治好的病，绝不用
一块钱。”这是毋剑梅的从医理念。（见本
报昨日A14版、11月7日A11版报道）

“小处方”彰显医者仁心

●张绪才（公务员）
在“小病大医”“天价处方”常见的背景

下，这种坚持着实可贵，受追捧在情理之中。
“小处方医生”总是受追捧的，比如

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的湖北社区医
生王争艳、常常为市民开出不超过10元
钱处方的重庆北碚区云泉卫生服务站医
生魏巨贵等。

魏巨贵曾说：“医生如厨师，药品如
作料，每个医生使用的作料不一样，炒出
来的菜也不一样。”

只不过，下馆子点菜丰俭由客人说
了算；到医院看病，“大处方”与“小处
方”，全在医生手上。

“小病大医”的医生不少都有苦衷：
各种考核指标和任务与利益直接挂钩。

“小处方医生”身上彰显的是医者仁心，
他们更需要机制、体制的保障，需要医改
进一步给力。

毋剑梅为啥受追捧

●何勇海（媒体人）
“生人熟人一个样”“有钱没钱一个

样”“领导百姓一个样”，怎不叫患者成为
其铁杆粉丝？

“小处方医生”受追捧，也寄托着公
众对进一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
热切期盼。

对医疗机构而言，应用制度保护“小
处方医生”，引导和鼓励医生通过技术吃
饭，通过服务赢粉丝。

比如，毋剑梅在医院里就没有“拖赢
利后腿”的压力，无论是领导还是同事，
都对她竖起大拇指，整个洛阳市卫生系
统也发出向她学习的号召。

这家医院无疑是明智的：将病人至
上的服务理念落到了实处，患者口口
相传，社会效益好了，同样能带来经济
效益。

当“小处方医生”需要勇气

●徐云鹏（军人）
在某种程度上，医生开“小处方”的

实质是“损己利人”。他们不为个人利益
所惑，不盲目听从患者的不合理要求，坚
持对症下药。

无疑，“大处方”是以药养医的医疗
体制衍生的怪胎。医生也是普通人，也
有其生活需求，彻底斩断名缰利羁，需要
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

就像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为患者开
“小处方”的李建木医生，一家四口至今
还蜗居在妻子单位分的70多平方米的老
房子里。

医生能够坚持开“小处方”绝非易
事，只有医改攻坚克难，“小处方”才能有大
市场，毋剑梅式的医生才能成为主流。

她开的是“良心方”

●刘效仁（职员）
毋剑梅之所以开的多是“小处方”，

首先在于她看病慢，不停地和患儿家长
交流，对患儿病情了解得透彻。

其次，在检查、开药之后，她还告诉
对方如何碾药方便，如何喂药不会呛着
等，这些均有利于患儿的康复。

那么，“一毛钱能治好的病，绝不用
一块钱”自然容易做到。

杜绝“大处方”难矣。
个人以为，重建医疗道德很重要，医生

开处方时要用良心：有了良心，就有了爱心，
有了公义，有了怜悯，有了体恤，也就有了智
慧，有了诚信，有了双赢的医患关系。

患者最需要“对处方”

●罗志华（公务员）
其实处方本无大小之分。
作为医生，应把病情需要作为开处

方的唯一原则，大病大医，小病小医，无
病不医。

只有在偏离了“病情所需”这一原则
后，处方才有大小之分。

病人所需要的，是让处方回归“病情
所需”。

赞誉毋剑梅，不是要片面地以价格
作为衡量处方好坏的标准。我们也不能
一概以处方大小来评价医生的好坏。

如果把“看病的平均花费和单张
处方均额”作为对医生的绩效考核指
标，无疑会对治疗重病患者的医生构
成压力。

这种压力势必导致医生想方设法压
低价格，同样使处方偏离“病情所需”的
轨道，受伤的还是患者。

确保处方以病情需要为唯一原则才
是关键。处方既不附带趋利因素，又不
追求价格最低——这样的“对处方”才是
患者最需要的。

如何让“小处方”多起来

●尔冬（编辑）
“小处方”与制度环境有关。假如医

院对各科室下达了创收指标，即使医生
不计较收入减少，其“小处方”也会为科
室所不容，为同事所不满。

有人把喜欢去大医院、找名医生、吃高
价药的板子打在患者屁股上，其实是错的。

试想，如果社区医院的医生就能治
好病，患者还会去大医院吗？

如果花一二十元钱就能治好病，
患者还会要求吃贵的药？要求输液、
开刀吗？

表彰“小处方医生”当然好，但关键
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改善以药养医的
体制，用制度遏制“大处方”。

“小处方医生”受追捧
背后几多民意期待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昨日，我市举行首批平
价商店试运营启动仪式。分布于4个城
区的15个平价商店开门纳客，为市民提
供质优价廉的4大类40种农副产品。（见
本报昨日A10、A11版报道）

“菜篮子”一头连着农民增收，一头
连着百姓餐桌。

菜价的剧烈涨跌，常让老百姓摸不
着头脑。

当然，“豆你玩”“蒜你狠”等的出现，
其背后有气候影响、流通不畅等原因，但
政府主管部门应当主动作为，提前干预，

认真务实地回应民生的新期盼。
这几年，我市通过蔬菜基地建设、农

超对接等多种举措，在平抑菜价的工作
上做了很多实事。开设平价商店，就是
新的得力措施之一。

通过政府的适当介入和财政补贴，
让老百姓买到价廉物美的农副产品，既
能给躁动的市场降温，又能稳定“菜篮
子”价格水平，其更大的意义是对社会整
体市场价格的导向作用。

这件民生实事，不仅事关老百姓的
切身利益，尤其是满足了部分困难群体
的消费需求，更考验着政府调控市场、稳
定物价的能力和水平。

平价商店多多益善，要让其更具生
命力，关键是在“货”上下功夫。

一要货源充足，围绕老百姓所需，提
前作好产销对接的准备，物好货色，备
足货源。

二要货真价实，诚信经营，在保证
质量、提升品质上下功夫。

三要货比三家，通过比货色、比质
量、比价格，既提高农副产品的品质和
市场竞争力，又有利于买卖双方控制成
本、互惠互利。

做到了这几点，平价商店定能赚足
人气、赢得喝彩，而最终得实惠的还是咱
老百姓。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山东省正式出台《对违规
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并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要
求，中小学教师从事有偿补习活动或动员、
组织学生接受有偿补习等行为，教育主管
部门将对教师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调离
工作岗位。（11月14日《山东商报》）

禁绝有偿家教的消息，看起来总是大
快人心。

教育部早在 2009 年就表态反对这种
“以教谋私”的现象，《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也明确提出，抵制有偿家教。但如果
有钱、有时间、有名师，你会不会成为有偿
家教的拥趸呢？

一边是骂声不绝，一边是趋之若鹜。
而放眼各地家教市场，哪处不是如火如
荼——爱，并痛恨着。

“爱”是一种偷跑的小心思，指望以金
钱赎买的方式让孩子跑快点儿；“痛恨”是
基本道德底线的敏感，深谙这种交易属于
行业潜规则，又不能讨价还价，买得有些不
情不愿。

虚妄的道德评判最无力，而有偿家教
衍生的社会问题已不是与减负对垒那么
简单。

一方面，它客观上造成教师群体物质
收入的两极分化。

基层尤其是农村学校集体补课成风，
大多教师没时间、没精力搞有偿家教，而城
市学校基本严苛遵循作息规律，加之市场
培训发达，课后捞金已成为另一条“发家之
道”——结果就是越贫瘠的基层教育工作
者，越是在补课环节与城市教师有差距。

另一方面，有偿家教的泛滥已影响到
阶层固化、底层凝滞等大问题。

家教无度的结果使正经“性价比”高的
课堂教学反而敷衍，有钱的可以购买更丰
富的教育资源，没钱的只能接受粗糙有限
的课堂教育，这比之于所谓重点班、奥数
班，对教育公平的伤害更为猛烈。

眼下的困境在于：在教育占财政支出
4%的目标经年未决的背景下，教师薪资普
遍难以与公务员比肩，结果是民意或政策
也默认并纵容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逻
辑，加之错误的市场观念引导，“有劳有得”
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尽管减负或新课改掌声
雷动，但基本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时日长
久，大家自然心照不宣，还是竞相奔走在补
课的路上。

当利益最大化的有偿家教盆满钵满的
时候，体制内的教育就会显得虚弱无力。

可是，一纸禁令真能禁绝有偿家教吗？
关起门来的私下补课，授课教师会“大

义灭自己”吗？掏钱的学生或家长会举报
吗？禁令再吓人，也架不住他们“同仇敌忾”。

如果仅靠罚单就能一劳永逸，这让久
治不愈的“医疗红包”情何以堪？

同为机制问题，须知路径选择重于发
力大小。

禁绝有偿家教
一刀切难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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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央视街头采访，大家对“小康”的
理解表述虽不同，但愿望很相似。中国
老百姓其实很宽容，没有不切实际的要
求。这是在提醒执政者，要切实让百姓
过上他们期待的日子。“收入倍增”提出
了新的改革命题，低收入者增速要更快，
离退休者的收入增速也要跟上，否则会
加大“代际差距”。

——杨禹（评论员）

我觉得生活在中国非常完美。我有

自己的房，有四个女儿，有自己的公司，
有很多特别好的北京哥们儿，很自由，我
觉得这是北京给我带来的生活，我很感
谢北京。这听起来像是宣传，但真不是。

——11月13日《中国经济周刊》报
道，“你幸福吗？”近日，一个名叫江森海
的英伦人士很认真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养老预期已经影响年轻人的职业选
择。一般企业员工是社会养老，公务员
和事业单位职工则是单位养老。进入不

同类型的单位，不仅现在待遇不同，退休
后差距更大。这使得年轻人在职业规划
上产生逐利动机，并一味求稳。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翼

这个庞然大物仅剩“观赏”这一项功能。
——斥资亿元、平均直径157米、50

层楼高、1.2万只LED灯、用钢3000吨，
这个建筑名叫“生命之环”，被誉为全球独
一无二，坐落于辽宁抚顺市沈抚新城。这
样的建筑有何用？当地城建局长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