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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市民钱先生在武

昌一家药店以 35.9 元/盒的价

钱，购买了几盒某品牌风湿

膏。回家拆开一看，巴掌大的

药盒里一大半是空的，只有薄

薄 8 片药膏，用精美纸质材料

单独封装着。“这是吃药还是吃

包装？”钱先生说，早些年风湿

膏盒子不大，里面用最简单的

薄塑料材料封装。（2月 26日

《楚天都市报》）

药品为什么要豪华包装、

“空头包装”，我们实在找不到

理由。过去我们知道名酒和月

饼等礼品搞豪华包装，那是因

为这些东西可以作为礼品，豪

华包装既可以使得商品漂亮，又可以借机

提高礼品的价格，为商家赚钱提供更多的

方便。而吃药是为了治病，没有人买药去

送礼。治病就看药效，包装大小好坏与药

效毫无关系。你把一盒子药分装到 3 个盒

子里，肯定能多卖些钱，这既浪费了资源，

又加重了患者的负担。

药品豪华包装、“空头包装”正在泛滥，

我们是不是也要采取措施，从制度上加以限

制？关于药品包装，只对药品商品名和通用

名在包装上的字号比例和位置做了一定的

限制，但对药品包装空间、材质等问题并没

有进行严格限制。我们应该对药品包装的

材料、规格、每盒数量、空间作出规定了。难

道非要等到“病情”发展到十分严重，才考虑

进行治疗？难道不能及早针对病症采取预

防和治疗措施？“马后炮”式的监管真的需要

改一改。 殷国安/文 朱慧卿/图

毁容悲剧引发的教育思考

药品不是月饼，何必豪华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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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无能
才使20万张脸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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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养生 几多无奈
宜 人

人老了，总希望有个健康的身子。

于是读报，上网，看电视，听讲座，学习养

生保健知识，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学

着学着，不觉发现，关爱养生保健，却生

出几多无奈。

前些日子，网上推荐专家的一篇文

章，说人体应当保持酸碱平衡

没过几天，网上又出现另一位专家

的论文，说“酸碱体质论”纯属伪科学，没

有丝毫科学根据。还有一位医学专家进

一步论证，在现代医学中根本没有“酸性

体质”、“碱性体质”这些词。

再说一件事：有一次，听养生保健知

识讲座，专家强调，早餐对于身体健康非

常重要。但现代都市人生活工作节奏加

快，早餐很容易被一些上班族忽视。特别

是一些年轻人，对早饭的重视程度是远远

不够的。因为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大多集

中在上午，需要消耗大量脑力和体力，当

然需要提供足够的营养和能量，所以在生

活方式上应把早餐放到较为重要的位

置。听罢讲座不久，有朋友寄来电子邮

件，她听一位专家说，很多人以为早餐是

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这观点其实并不正

确，以身体的生理时钟来说，午餐时间是

身体吸收营养的最佳时间，所以午餐才是

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孰是孰非？

就此打住吧，不然把读者诸君也绕

糊涂了。

“我们除了发现谬赞，警惕流

行，别无他心……我们坚信：谬赞不

会让作品增色，书评应有其独立之

尊严。”

——《南都周刊》将 2011 年的

“过誉”之书称之为“失望之书”。该

刊文化编辑钟刚在阐释这一专题的

编辑理由时如是说。

“我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跟我

的乐观信念有太大的关系，我不相信

我的生命会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被这

个病魔打倒。要知道，很多癌症患者

都是被自己吓死的。”

——30岁的女漫画家熊顿发表

抗癌漫画《滚蛋吧，肿瘤君》。

“从历史的长河看，女性一直

是 、将 来 仍 是 一 股 有 益 和 平 的 力

量。传统的战争是一种男人的游

戏，部落中的女成员从未结成团伙，

去袭击相邻部落。作为母亲，女性

具有维持和平环境的进化动机：以

便哺育后代，确保她们的基因传给

下一代。”

——哈佛大学心理学者斯蒂芬·
平克认为女性元素更有益于和平。

因求爱不成，2011

年9月17日下午，合肥

某中学 17 岁中学生陶

汝坤强行闯入民宅，将

打火机油泼向 16 岁的

少女周岩，将其烧成重伤，面目全非，已花

去医药费40多万元，且受害者因承受不了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打击，现已经精神失

常。目前此事经网上曝光后，引发广泛关

注。据合肥警方昨日透露，嫌犯早已被刑

拘，警方已启动伤情鉴定，将依法公正处

理此案。（本报昨日03版）

由于青春的躁动，一个懵懂少年的

一时冲动，两朵鲜花就此凋谢，给两个家

庭也带来了深深伤害，在令人无限痛惜

之时，也给人带来无限困惑：一个本有着

美好前程的花季少年为何做出如此极端

之举呢？

笔者认为，首先是家庭教育的严重

缺失。少女周岩父母得知陶汝坤对其女

儿纠缠不休时，采取了转学、休学方式躲

避骚扰，并多次联系陶汝坤的父母，让其

管管儿子，甚至磕头请求陶汝坤放过其

女儿，但都无济于事，最终导致悲剧发

生。据媒体透露，陶汝坤父母均是合肥

市国家干部，知识水平应该不比一般人

差。但从此事可以看出，他们对儿子骚

扰别人并没引起重视，更别谈进行细致

耐心地疏导、教育。不知是其干部身份，

让其觉得高人一等可以这样做，或是觉

得无所谓，还是只注重学习成绩，而忽视

了心理健康、人生观的教育？让人不得

而知。

这起悲剧的发生，学校缺乏有效的

教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陶汝坤

的行为可看出，他不仅心理不健康，而且

法制意识薄弱。这是与学校教育密不可

分的。如果学校开展了经常性的法制、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对其进行了针对性

的疏导，这起悲剧也许不会发生。

处于中学时期的少男少女，随着生

理发育的日益成熟，对异性产生好感、爱

慕，并渴望与之接近、交往，这是极为正

常的心理。但是青少年涉世不深，缺乏

必要的思考能力，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

防微杜渐，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这也

是摆在学校、家庭、社会面前一个须引起

高度重视、冷静思考、认真对待的课题。

2009 年-2010 年中国的整形手术数

量共达340多万例。其中外科手术类180

万例，非外科手术 160 万例，10 年间已有

20万张脸被毁掉。（2月26日《广州日报》）

每年近两万起因美容整形毁容毁形

的投诉，让人怀疑中国的整形美容市场

是否存在有效监管？在华没有行医资质

的“韩国专家”可以大摇大摆地挂牌行

医，甚至在媒体上大做广告，宣传“韩式

整形”；而经营整形美容业务的单位更是

五花八门，从社区卫生院到小型美容院

都有，全然不顾自己是否有这个设备、条

件。有些美容院别说无菌手术室，连基

本的消毒设施都没有，随便弄间房放点

手术器械，找个“走穴医生”来就敢实施

手术。这种情况下的手术要能圆满成

功，那才真的是奇迹。

那些毁脸不倦的庸医是否已被剥夺

行医资格，违规经营整形美容业务的美

容院是否已被关停，还是仍在继续忽悠

爱美的消费者？卫生、工商等监管部门

应该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待。庸医要严

惩，失职的监管官员同样应严厉问责。

要让整容不再成毁容，不仅需要制订更

严格的监管法规，更需要有关部门严格

执法，防止整形美容机构损害消费者的

权益。对有毁容前科的整容医生、医院、

美容院及其负责人，不仅要严厉处罚，而

且应该建立黑名单，禁止其再涉足整形

美容行业。对虚假整形美容广告也要及

时进行清理，防止消费者受骗上当。

对急于通过整容改变自身形象的爱

美人士来说，在手术前应从多渠道了解

整容机构和医生的资质，以及手术存在

的风险，尽量在有信誉的大医院实施手

术，以免堕入整容陷阱，花钱买罪受。如

果不是对自己的外形太不满意，最好还

是不要轻易整容，以免弄巧成拙，把自己

的名字也加进越来越长的毁容名单。

舒立秋

星 雨

2011年，国家计生委启动“洗脸工程”，

将清理类似“上吊给绳喝药给瓶”的含有恐

吓意味的计生标语，称此类暴力标语容易

激起群众反感，引发社会矛盾。（2月25日

《广州日报》）

对此网络上掀起一股热评，有的说，此

举是对过去不文明行为的补救；有的认为，

此举反映了我们计生工作用语存在的诸多

问题；还有的说，此举仍然是一种运动的方

式，效果很难持续……

笔者以为此类“暴力”标语折射出“胡

同管理”之惑。

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一个“大

胡同”，不可否认地是一时间还难以走出这

条胡同。暴力标语正是城乡之间也存在二

元表现，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风格。与城

市“阳春白雪”式的标语不同的是，农村的

标语往往充满了乡土气息，甚至充满强权

味道。具体而言，计生“暴力标语”也是二

元结构独有的现象，但这样的暴力充斥于

农村的大街小巷，板子不能只打在计生委

身上。

进一步细化分析，首先，从法律的角度

上说，这些标语存在诸多不妥。充满着“有

罪推定”、“未审先判”、“以罚代管”等等违

背现代法治文明内涵要求的命令式语句。

其次，这些标语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暴

力标语是一种“视觉污染”，更是一种无聊

的装潢。它只会让人们对这种政策和精神

产生麻木，以至于产生腻烦，甚至逆反心

理，反而降低和削弱了该政策和精神的影

响力。

再次，这些标语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一块广告牌要价数万早已经不是新闻。即

便是在民居墙面上粉刷，那也要花费不菲，

更使村民反感，这又何止是浪费，更是劳民

伤财、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

最后，某些职能部门热衷于标语宣传，

事实上还基于一种懒政思维，同时也是他

们对自己执法能力不自信的表现。

然而也有声音表示，这样俗气的标语，

往往是群众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生

动语言，也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状况。这

样的说法也有道理，指出了整治暴力标语的

一条明路：不是将标语文明化就能解决暴力

标语的后遗症的，而是在吃透标语中的民主

法治精神后进行符合实际要求的表达。

“暴力”标语实际上折射出了管理之

惑，这其中既有深层次的缺陷，也有防范应

对措施不够细化、针对性不强以及主观意

识上的疏漏等原因。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是，再惊人的“暴力”标语也只是一种心理

宣泄和自我慰藉，它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而清除暴力标语也不能仅仅是计生委一个

部门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希望各部门能

够联合行动，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这样的

“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

“暴力”标语折射“胡同管理”之惑 钱兆成
锐 评
ruiping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