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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药水启用后最多可使用4周

虽然大部分眼用制剂中添加了抑菌

剂以抑制细菌生长，但其抑菌效力在贮

存过程中有可能因药物的成分或包装

容器等因素影响而变化。眼用制剂作

为多剂量制剂一旦开启，最多可使用 4

周，在贮藏和使用过程中易被微生物和

泪液污染，使药物变质或引起污染，从

而给眼部造成安全隐患。

@央视新闻

9种人吃辣等于慢性自杀

很多人嗜辣，甚至“无辣不欢”，但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这种美味。下

面 9 类人要慎吃：1.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2.肾不好的人。3.胃酸过多。4.

便秘。5.口腔溃疡。6.眼病患者。7.

甲亢患者。8.慢性胃炎、胃溃疡、食管

炎患者。9.正在服用某些药物，如清

热滋阴中药、皮肤病药物等。

@生命时报

58姚劲波：租房将是大趋势

58 集团 CEO 姚劲波近日表示，

2017年十几个城市（的楼市）受到的影

响是巨大的，2018 年还会很艰难。他

表示，90 后不再像 70 后、80 后那样排

斥租房，且今天很多人对居住品质的

要求很高，用户有需求，租赁和销售的

比例就可能慢慢从 9：1 变成 6：4 或者

5：5。同时政府也提出租售并举，这是

大势所趋。 @企业观察报

遏制抗生素滥用该下“猛药”了

＞

▋廖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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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利益链，杜绝“医生收回扣”
▋王甄言

近日有网友举报：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有医务人员在

病房内收红包，并提供了几段视频。根据这位爆料人的说

法：送钱的是医药代表，收钱的是桐乡第一医院外科诊室

的两个医生。记者以患者身份进入医院，经过初步核实

后，记者正面采访了院方。院方表示，确有此事！目前，他

们已经将违规医生的处理方案上报有关部门！（1月16日
《钱江晚报》）

众多网友看到“医生收回扣”的视频以后，内心不淡定

了，始终充满了忧虑，不知道药费、医疗费何时能真正降下

来，“看病贵”的问题何时能解决，自己或家人去医院看病

会不会遇上这类“不干净”的医生，心里有如十五个吊桶打

水，七上八下。所以，无不希望此视频能够引起监管部门

的重视，尽快建立有效约束医生收回扣的制度，堵住医药

代表腐蚀医生的漏洞，从源头降低药品价格，减轻患者的

负担和压力，惠及民生。

实话实说，对于民众的企盼，政府一直在以改革的方

式回应，取得了明显进步，降低了看病负担。比如，实行

基本药物制度、药品集中采购、药品集中询价采购、公立

医院药品零差价等；又如提高医事服务费，建立公立医院

补偿机制等；推出“九严禁”，严惩医生收红包等；调整医

保报销比例，不断提高医保水平等；试点“两票制”，压缩

中间环节，试图降低药价；总之，“医改”一直在路上，也一

直在倾听民声，但是，实际效果与患者的期望值有差距，

群众并不十分满意。

网友曝光医生收回扣的视频，再一次戳中了公众的敏

感神经，刺中了患者的痛觉神经，揭开了医患关系的“伤

疤”，又一轮呼吁“斩断医生与医药代表之间的利益纽带关

系”的声浪被掀起。对此，监管部门不能止于个案的查处，

仅仅充当“消防员”，处分几个“不幸”的医生，解决不了根

本问题；而要下真功夫、硬功夫，杜绝医生接触医药代表，

从源头斩断二者之间的利益链，才能破解医生收回扣的严

峻现实问题。

“送命题”考学生也“考”老师
▋张玉胜

1月15日，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思修课期末考试放

了个“大招”：一学期完了，你认不认得你的授课老师？一

道“态度题”引起考生议论纷纷。这道“选出你本课程的

授课教师，请在其照片对应括号内正确写出名字”的题

目，不仅让一些学生一脸懵，而且一经网络发布后也引发

网友围观。题目新颖，而且答对不得分，答错却扣41分的

评分标准，也让大家惊呼“答错了那可是送命”。（1月16
日《华西都市报》）

校方将这道“认老师、写名字”的考题归类于“态度

题”，意在考察同学们有没有认真上课，有没有留心周围

一些细节小事。鉴于思修课乃所有国内高校的一门必修

课，但仍有学生认为可有可无的校园现实，加之该课期末

考核需综合考量学生的日常表现，故以这种方式测试学

生的平时听课情况，的确不失为有趣且有效的考核创

意。正如有同学赞叹：“真的棒这道题，有意思”。

步入高校的大学生们只要是心无旁骛地认真听课，

如何不会知道包括授课老师名字及长相。更何况，教学

楼里就贴有老师们的简介、照片，让学生“天天见”。倘若

听了一个学期的课，学生却不辨老师照片，叫不出姓甚名

谁，的确有些滑稽可笑。如此说来，以“认脸”察“态度”顺

理成章。再说，基于“爱屋及乌”的常识性道理，喜欢老师

与喜欢其所授的课程，应当是成正比例的状况。

当然，导致学生逃课或上课不注意听讲的缘由很多，

并非全都错在学生。比如授课老师的讲课水平、引导技

巧及管理智慧等，就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影响其注意

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君不见，大学校园里总不乏一

些颇有人缘的老师课堂，即使不点名也常常会听课者爆

棚。这里既有学生对课程分值的主观性在意，也不无受

授课老师具有较强个人能力与魅力的客观性吸引。从这

个意义上说，“认老师、写名字”的“态度”考察，不只是对

学生上课“注意力”的测试，也应当成为老师从侧面检视

授课效果的反思契机。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抗生素生产和使用国，

同时也是抗生素滥用和

细 菌 耐 药 性 的 重 灾 区 。

抗生素滥用，特别是畜牧

业领域尤其严重。目前

畜牧业养殖户普遍将饲用抗生素添加到

饲料中，当做“保健品”来促生长。而这导

致的“超级细菌”风险、环境污染加重等问

题，正在挑战国人的健康底线。（1月16
日央视财经）

的确，我国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已经越

来越成为见怪不怪的公共议题。

从种植、养殖业来看，过量使用抗生素

的情况十分严重。抗生素鸡、多宝鱼事件

便是最好的例证。在农业种植方面，以大

量的抗生素来杀灭病虫害，成为追求高产

的一种手段，一些杀虫剂、杀螨剂、除草剂

等，大多属于抗生素。尤其是在养殖业的

应用上，抗生素药类残留最容易污染水体。

要知道，抗生素不是“洪水猛兽”，但

滥用的危害，并不亚于“洪水猛兽”。抗生

素在人体的滥用带来的后果就是耐药细

菌的滋生，而耐药细菌一旦形成，抗生素

都无法再杀灭或抑制它们。大量使用抗

生素无疑是对致病菌抗药能力的“锻炼”，

“超级细菌”很大程度上就是抗菌药物滥

用催生出来的。而“超级细菌”的出现，威

胁的是整个人类的健康。

无论如何，治理抗生素滥用已经到了

该下“猛药”的时候了。最为关键的是，要

严控产销环节，管住暴利下有法不依的交

易。首先，仍然从改革“以药养医”入手，

以推进医药分开作为着力点，进行支付手

段的改革，割断医院和药品的利益联系。

其次，提升国民卫生素养，加强医药卫生

教育，自觉抵制滥用药物的陋习，树立药

物合理使用的观念。再者，应尽快启动相

关立法，严格控制抗生素生产和使用量。

同时，建立严格的药品使用的科学管理制

度和监督机制。严格执行处方药物管理

法规尤其是《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

法》，对乱卖处方药物的药店及乱开抗生

素药的医生予以严惩。

此外，加大对养殖业抗生素替代品

研究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养殖户主动

放弃饲用抗生素，采用替代产品进行绿

色养殖。

在同一个食物链上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