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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绕不开安全与补偿的坎儿

有一种正能量叫“烤面筋救夫”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丈夫身患重病在
医院治疗，高昂的治疗费压在妻子赵
玉丹身上。为救丈夫，她在牡丹公园
门口摆摊卖烤面筋，并竖牌公开求助：
为了救治病重的丈夫，请您多给5毛
钱。（见本报今日A09版报道）

好端端一个家庭，怎料顶梁柱
重病垮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
击，是束手无策向命运屈服，还是扛
起担子同劫难抗争？32岁的赵玉丹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边拉扯女儿，
一边摆摊卖烤面筋救丈夫。

“新郎文质彬彬，新娘笑靥如
花”……如果一切能停留在照片里，
那么赵玉丹的生活该多么令人羡
慕。现实中，父母健健康康，孩子快
乐成长，家庭和和睦睦，这样的幸福
不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所期待的？

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
离合，生活本就充满变数。很多时
候，一场事故，就能让一个生命消
失；一场大病，就能让一个家庭衰
落。遗憾的是，当家庭深陷困境之
际，有些人却悄悄选择了逃避。

丈夫已是肝硬化晚期，曾险因
大出血丧命，后续治疗也需巨额费
用，这些对于赵玉丹而言，是天塌了
一大半。她原本也可去抱怨命运捉
弄人，但她没有这样，而是选择了扛
起家庭重担，执着前行。

捡饮料瓶、卖水果、当护工、打
扫餐馆，后来又摆起小摊卖烤面筋，
这些在常人看来，都是些不起眼甚
至“丢面子”的活儿。但这，是赵玉
丹这几年实实在在的人生轨迹。是
什么让一个素来要强、好面子的女
人抛下所有的顾忌？

是爱，对丈夫的爱，对家庭的
爱，对生活的爱！正是爱的执着，让
她一直坚持到现在，也让丈夫知道
后热泪长流。

赵玉丹深知，要想救治丈夫，她
还需要付出更多，就算如此也还差
很多。可是，她没有乞求单纯的施
舍，而是怀着对社会的信心，依靠自
己的勤劳，鼓起勇气竖牌求助，兑现

“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的诺
言，这种坚持令人动容。

更令人感动的是，人们对这份
爱的回应。有人掏了10元钱后转身
就走，有人执意不要找零，有人悄悄
把100元塞给赵玉丹的女儿……一
串1.5元的烤面筋，承载着浓浓的爱
心，温暖着赵玉丹，温暖着这座城
市，也累积着一条生命存活的希望。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中国有近40家疫
苗生产企业，能生产预防27种疾病
的46种疫苗，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消
费国，但还远称不上强国，盖因我
国开发的疫苗大多为单价疫苗、减
毒活疫苗等传统疫苗，而国外上市
的疫苗以联苗、灭活等新型疫苗为
主。国产疫苗在产能和关键技术
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巨大
差距。（6月24日《南方都市报》）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王月丹
说得很直接：“很多疫苗还在使用
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

据统计，中国每年疫苗预防接
种达 10 亿剂次。即使按照中国疾
控中心主任王宇公布的疫苗不良
反应概率为百万分之一到百万分
之二，那也意味着每年有超过1000
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

国务院在2005年6月1日颁布
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规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具体
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制定”。有业内人士说：“如
果地方政府没有制定相应的补偿

办法，你就没有索赔的依据。”
因人才奇缺，疫苗技术更新无

望；又因技术制约，不良反应无法
无限趋向于零。此时，如果没有良
好的救济通道与赔偿程序，因不良
反应而遭殃的家庭，就成为疫苗发
展史上的“沉没成本”。

2010年曾有报道，山西近百名
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疑与
大量疫苗高温暴露有关。诸多疑
问不了了之后，徒留新华社的一
篇评论烙在公众的记忆里——《疫
苗安全事关人民生命 来不得半点
马虎》。

马虎不马虎，事实来说话。从
2010 年江苏延申疫苗造假事件到
2012年山东破获的涉及全国的非法
疫苗案……症结仍在，旧病未除。

从技术研发到生产管理，从冷
链流通到规范接种，从风险管控到
赔偿救济——每一支疫苗，关系到
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健康，而救人的
事情从来容不得任何可控的“误
伤”。只是，当我们对国产疫苗生
产与监管现状了然于胸的时候，谁
能给年轻的中国父母一个拒绝进
口疫苗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