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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出国发展
不能置父母于不顾

据《现代快报》报道，南京

69岁的钱先生腿脚六级伤残，老

伴已是肺癌晚期，而他们唯一的

儿子去加拿大 12 年只回来过 4

次，如今也不愿回国。在给儿子

发去的邮件中，老钱无奈又伤感

地写道：“在这个世上，什么东西

都可以不要，唯独不能不要生你

养你的父母。”

从本质上来说，移居国外的

子女疏于对父母的精神赡养，与

其他为事业打拼不能常回家看

看的子女，没什么两样。只不

过，外界往往对前者寄予了更

高的期待。事实上，人们也愿

意承认那些把子女送出国的平

凡父母往往付出了比常人更多

的艰辛，希望得到子女更好的

照顾也理所应当。然而现实并

不总如人愿，老钱亦不是孤单

的困惑者。

是让子女出国寻求更好的

发展，还是把子女留在身边以相

互照应？相信绝大多数父母都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但恐怕

也没有哪一位父母会预料到聚

少离多的精神压力可能超乎其

想象，甚至成为一种伤害。即便

“养儿防老”的观念如今在淡化，

但不论是从亲情伦理上讲，还是

从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方面讲，

“养儿防老”的诉求都有其正当

性。倘若父母只求多见子女一

面的小小心愿都难以满足，老有

所依岂不是奢谈？

退一万步来说，即便身居

国外的子女实在抽不开身或不

愿回国发展，至少应将父母先

安顿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与

养老的后顾之忧。像南京老钱

的儿子这样淡漠处之，定然与

人们所认为的“有出息”相去甚

远。要知道，中国式养老绝不

是单个个体要解决的问题，也

不是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就能

解决的问题，家庭、亲情的联结

仍不可或缺。

（摘编自《快乐老年报》）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

委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印发

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决

定从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取消绝大部

分药品政府定价，完善药品采购机

制，发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

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取消药品上的政府定价，是医药

卫生体制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

容。自我国医改推行以后，药价和

医疗费不断上涨，出现看病难、看病

贵的社会问题，一些人患了重病后

甚至被高昂的医疗费逼得放弃医

疗 ，医 保 也 为 此 承 受 了 高 昂 的 支

出。取消政府定价，可以用市场竞

争机制来得出合理的药价，有利于

作为药品市场消费者的病人减少开

支，维护其利益。

但是，药品消费同其他消费市场

比较，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不同之处，

那就是病患者对于药品的使用并不

具备丰富的市场选择权。消费者到

商场买一件衣服、到饭店吃一顿饭，

可以货比三家，他们有基本的消费常

识可以使消费比较基于理性，而医疗

是一项具有很强专业性的活动，除了

一些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可以自主

购药以外，进医院求医问药很难做到

像一般消费活动一样货比三家，市场

竞争对于降低药价的倒逼作用因此

很难体现。

尽管目前已经推行医药分家，特

别是医院采购药品都已推行招标制，

但医院并不是药品的最终消费者，病

人用什么药、药品在临床以后的价格

都是由医院一方说了算，医院过度用

药、抬高药价存在很大的空间。如果

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那么，药品取

消政府定价这项改革就很难得到理

想的效果。

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是，政

府在放弃对绝大多数药品定价权的

同时，必须强化对药品价格的监管。

取消对药品的定价权，政府面对的不

再是一个可以由行政权力安排的市

场，而是一个“各路神仙”积极追逐经

济利益的市场，因此政府承担的责任

并不是减轻了，反而是加重了。政府

需要积极行使其对市场的监督权，严

格监管药品流通市场的各个环节，在

坚持医药分家的同时，对于医院采购

药品的临床价格，可以建立信息公开

制度，让病人能够对药品价格有知情

权和发言权。同时，还要在医生与药

品推销人员之间建立起“隔离墙”，严

禁医生与药品经销者联手，利用处方

权向病患者推销高价药。

“取消药品定价”后更需加强监管
□宣佳

健康生活 快乐第一
这是一个绝大部分人都不再为温饱发愁的时

代，物质生活更加丰饶，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但

如何健康地生活、快乐地生活，仍是这个时代绕不

开的重要话题之一。

为了让读者朋友有一个专业的健康指导，有

一个快乐的周末生活，有一道更加丰富的精神大

餐，我们多方研讨、调研，可谓绞尽了脑汁。今天，

《健康快乐》周刊终于呱呱坠地，我们忐忑不安，期

待着大家的检阅，也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喜欢！

《健康快乐》周刊，定位于为读者传递“健康”、

“快乐”两个主题。为此，我们用十分的热情，十分

的真诚，十分的贴心，在周刊的版面安排上做到以

下几点：

它首先是一份温馨的周刊。你会发现，它的

字号比平时大了一些，让老爸老妈不用举着放大

镜，吃力地阅读；它的每版报眉上，都有一行古人

的养生真言供您感悟。

其次，它是一份能互动的周刊。周刊里面的

很多版面如“咱爸咱妈”、“往事悠悠”、“行行摄摄”

等，您都可以积极投稿或提供线索，今后我们还将

为您参加采访、交友、理财、旅游等各种公益活动

的机会。

而且，它还是一份提供健康知识的周刊。我

们同各大医院的专家联手，成立了名医团队，接受

你的各类咨询，提供养生保健资讯，为您的健康保

驾护航。

当然，它也一定是一份实用、快乐的周刊。我

们会为您深度解析国家的卫生、社保、养老等政策

信息，会采撷你生活中的大感悟、小智慧与大家分

享，会搜罗各类笑料，博您一乐。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虽然我们做了精心的准

备，但这份“周末大餐”，能否给您的精神世界增加

几许“营养”，还得由您说了算。如果恰好合乎您

的胃口，请把我们推荐给您的左邻右舍，让更多的

人订阅《市场星报》；如果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努力，

也欢迎给我们提出批评指导，让我们在摸索中前

进，在前进中完善，在完善中提高。我们相信，有

我的辛勤耕耘，有你的真心扶持，这份《健康快乐》

周刊，终会成为您最好的精神伴侣；这棵幼苗，也

终究会长成参天大树。

健康生活，快乐第一。让我们一起快乐出发，

为健康加油！ 本刊编辑部

享受“流量优惠”
只能在深夜梦里？

□郭元鹏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宽

带提速降费后两天，15 日下午，国

内三大电信运营商集体出招，纷纷

推出 N 大举措。然而，三家运营商

的新套餐、新价格却遭遇大量用户

吐槽。其中，夜间流量优惠办法成

为网友关注的焦点。针对夜间流量

优惠，网友质问：有多少人深更半夜

还使用流量，这不是装样子吗？

三大运营商这次出台的优惠

办法，看着是挺多的。这一项，那一

项，可是说白了都还是绕弯子，不是

这套餐，就是那打包。老百姓要的

提速降费，是实实在在的速度，是实

实在在的降低。用这么多绕弯子的

套餐、打包回应提速降费，三大运营

商的应付心态也就暴露无遗了。

尤其值得一说的，则是“深夜

流量优惠”办法。三家运营商几乎

都出台了这个所谓的优惠方式。相

同的是时间的选择，几乎都是夜晚

11 点之后，到次日早上 6 点之前。

表面上看，优惠的时间确实不短了，

有六七个小时的时间，而这个时间

的优惠有多少意义？

眼下这个时代，确实有不少

“夜猫子”。可是，这种生活方式并

不是社会提倡的。因为这种生活方

式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专家一

直引导公众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健

康生活方式。试问，三大运营商把

流量优惠的时间选在深夜之后，清

晨之前，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这个时间里，对于大多数的

人来说，早已经是鼾声震天了，早就

进入了梦乡，这个时间里虽然也有

人会使用流量，问题是这必然会是

一个小众群体，不能惠及大多数的

人。难不成，要让大家在梦里使用

流量？而这个时间基本上是呆在家

里的。家里基本上都有无线网，在

家里是很少使用流量的，这个时候

的流量优惠也就失去了意义。

表面上看有三大运营商，似乎

是竞争的市场格局，但实际上这依

然是事实上的垄断，没有充分的竞

争，就不可能有“把顾客当上帝”的

现实。

养性之道，莫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
——《养生要录》”

健康快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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