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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Rrui ping
应该看到陈贤妹
“被谣言”的积极意义

金戈

惠铭生

“网民也有组织！我要找你们组

织！我要起诉全体网民。”

——北京后海“船震门”主角画家

安云霁欲起诉全体网民。

“至少2000元起步，否则不让进场。”

——前两天，老曹带着生产的锅走

遍了杭州大商场，想在商场里开个专

柜。几家大商场看了锅子后也很满意，

不过，在锅的定价上，双方却有了很大

的分歧——老曹觉得，每只能卖600元

就很满意了，但商场却说至少2000元

起步，否则不让进场。

12 月 26 日 ，卫 生

部发布《医疗机构从业

人员行为规范（征求意

见稿）》，意见稿分别对

管理人员、医师、护士、医技人员、药学技

术人员及其他人员提出明确行为规范，

其中规定医生不得过度医疗，不得违规

参与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疗器械促

销。（12月27日《北京晨报》）

医疗乱象知多少？掐指算算，还真

不少！宏观讲，“以药养医”现象，导致看

病难、看病贵！在“微观”上讲，一些医生

收药品“回扣”、病人的“红包”；在诊断中

开“大处方”、“过度医疗”等等。

这些乱象的滋生与泛滥，必然导致

医疗社会信任度低，隐患关系紧张。远

的不说，就说最近吧！从今年 8 月到 11

月，全国各地就发生多起医患纠纷，规范

从业者行为，修复医患关系，应该说是亟

不可待。

但是，屡遭诟病的医疗乱象该如何

规范呢？我们不妨看看卫生部发布的

《行为规范》，其中无非是要求医疗从业

人员不得过度医疗、不得收取“回扣”等

等。然而，凡此种种的“不得”，没有新

意。

现在，卫生部拟推出的《行为规范》，

将医疗乱象的整治上升为行业纪律层

面，这似乎比职业道德这个道德层面的

要求高，处罚严厉，实质上还是“刚性”不

强，柔性有余，无益于遏制医疗领域的诸

多乱象。

遏制医疗乱象，的确需要规范，但不

需要“花拳绣腿”的“规范”。事实上，打

击医疗领域各种腐败和乱象，我们不缺

职业道德要求，也不缺行业规范与政策

法规，缺的是严厉地问责。在过去，医

疗腐败已经成为“明规则”，且到了“法

不责众”的境地——违规的，司空见惯，

人人都熟视无睹了，即便问责，也是隔

靴搔痒，无关痛痒。如此，即便出台再

多的规范又有何用？还不是一种摆设

而已。

所以，屡遭诟病的医疗乱象该如何

规范？窃认为，那就是动真格，且“零容

忍”——不管是谁，只要是违反职业道

德、规范，或政策法规，一律严惩，或罚

款，或辞退，以高压态势威慑所有从业人

员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要让纪委、检

察院等外部力量，牵头、参与整治医疗领

域的商业贿赂行为。

“花拳绣腿”式的规范难遏医疗乱象

来自新华社的消息称，继国内最大的

程序员社区网站遭遇黑客攻击泄露 600 万

用户的登录名及密码后，又有多家网站的

用户密码失窃。据初步评估，目前网上公

开暴露的网络账户密码有 5000 多万个，这

还不包括已被盗取但尚未被公开传播的网

络用户信息。

也许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缘故，人

们往往十分在意交通安全、财产安全、人身

安全，对信息安全的敏感度却要低得多。

例 如 密 码 ，就 是 怎 么 方 便 怎 么 设 ，

“123456”、“111111”、“888888”……易如反

掌的破译，令心怀不轨的人想不动心都难。

殊不知，在今天的互联网上，觊觎网民

个人信息的人就潜伏在我们周遭。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任何信息安全

技术都不可能永保无虞。与技术升级相比

更关键的，是在法律上形成对网络犯罪的

强力震慑。如此情形之下，只有将普及安

全知识、树立安全观念、强化安全责任、提

升安全技术、完善安全立法等措施结合起

来，才能扎紧网络空间的篱笆，化解网络时

代的“密码危机”，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电

子商务、网络支付、网络实名制等奠定安全

基础，让每个手握“网络存折”的人睡得安

生。

时评Sshi ping 破解网络时代的“密码危机”
斯壮

近日，网传小悦悦事件中救人的阿婆

陈贤妹遭雇主辞退，并被房东威胁而搬离

出租屋。对此，陈贤妹的儿子唐小兵称，

网上谣言“瞎扯淡”。（12月27日《广州日

报》）

五千年来中国都有符号化、模式化人

物的传统，而当下人们的思想受到多元、

变革的冲击，由此产生应激反应，走向了

符号化的对立面——解构主义。从积极

意义上讲，是人们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而从消极意义上讲，过度地解构异化为怀

疑一切，陷于无所适从的精神迷乱之中。

应该看到陈贤妹“被谣言”的积极意

义，应该看到众人重新认识自我的行为。

小悦悦事件刺痛了大多数善良人的心，陈

贤妹的义举也感动了大多数人。由此，陈

贤妹被逼辞工并搬离出租屋的消息一经

媒体的传播，就不可避免地启动了大众自

我认识的开关。不能让好人吃亏，这是大

部分善良民众的底线。在传媒发达的今

日，这样看似言之凿凿的流言是否是谣

言，似乎已经无足轻重：国人力挺陈阿婆，

众人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虽然千淘万漉之下，最终吹尽黄沙

始到金，不可否认的是道德资源稀缺是严

峻的现实。活跃于大众媒体上是善于炒

作者有好报，敢于挑战固有道德底线者受

关注。笔者以为一个民族重新找回自我

需要一个过程，道德价值迷乱只是解构与

重构之间的迷乱。好人有好报的底线在

大多数人心中存在，谁也没有彻底将其束

之高阁。我们缺少的只是时间和机遇，一

旦天时地利与人和俱全，那么重新认识自

我便不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