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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女孩捐髓救父”乃生动的“孝心课”
陈国琴

“ 我 爸 爸 生 白 血 病 了 ，要 用 我 的

gǔsúi(骨髓)，我很hài(害)怕，因为要做

B chāo(超)、心电图，还有 chōu(抽)血，

我最 hài(害)怕的是心电图，但是我心

想，为了救爸爸我不会放弃。”这是一个

名叫罗曼琳的小姑娘写的日记，为了拯

救患有白血病的爸爸，她毅然捐出自己

的骨髓。最近，陕西省石泉县 8 岁女孩

小曼琳“捐髓救父”的事迹，在家乡传为

美谈。（7月25日《安康日报》）

看着年仅8岁的小曼琳在日记中写下

如此话语，想必每一位公众都会为之而动

容。当然，无论是小曼琳坚强的精神，还是

义无反顾的选择，不仅仅挽救了父亲的生

命，也给她们的家庭带来了无限温暖。与

此同时，小曼琳在危难之际的抉择，更为广

大公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孝心课”，小姑娘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提醒广大公众，尤其是

年轻人，一定要在生活中恪守孝道。

在现实生活中，关于父母亲无怨无悔

为子女牺牲奉献的事情，我们见识了太多

太多。可以说，为了子女的幸福，父母亲付

出所有一切都心甘情愿。而用孝心回报伟

大的父亲母亲，无疑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

容辞的责任。然而，如今不少年轻人在孝

敬长辈方面做得却远远不够，大家总是以

工作忙、应酬多等为“借口”，不能抽出更多

的时间陪伴在老人身边；有些年轻人以为

多给父母一些钱，就能让父母亲生活得更

加幸福……

8岁小曼琳“捐髓救父”的孝心之举，

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无疑是一次精神的

洗礼。我们也希望在小曼琳孝心行动的

感召之下，广大公众能够在生活当中，用

自己的努力和行动，来尽好孝道、关爱父

母以及身边的老年朋友！

世相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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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张成浩

非常道

任志强：错误调控是社会买单 ,购房人占大便宜

在日前的博鳌论坛上，记者对任志强进行了专访。他说：

“房价上涨带来的，不是购房者吃亏，而是受益。所有错误的政

策买单者一定是社会，购房人永远是受益者。”在他看来，国五

条执行后掀起的离婚潮，足以说明政策的不合理性。

“上访妈妈”唐慧:绝不让女儿多见任何陌生人

7月15日，唐慧诉永州劳教委案二审胜诉。唐慧为女儿被

迫卖淫案已上访 7 年。她接触过很多媒体、律师，但几乎没人

见过她女儿。唐慧日前声称，为了保护女儿，“绝不让她多见任

何一个陌生人”。为寻找女儿，唐慧曾扮成收垃圾的。

对“劝考生放弃志愿”的
三个追问

吴睿鸫

按照医改工作安排，医保、医疗、医

药继续联动改革，医保体系的建设成为

最大亮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

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

作安排的通知》，要求“选择在部分省份

试点，探索建立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机制”。（7月25日《人民日报》）

由于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属于“划地

而治”，各地区制定的政策、标准都不太

相同，基本上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

调”，因此，医疗保险实际变成了“地方粮

票”，不能实现全国“通存通兑”，显然，国

家出台这项公共政策，不仅能为异地就

医患者带来实质上的政策性利好，也为

医保改革向纵深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当然，跨省就医，要想真正实现方便、快

捷在我国各地“通存通兑”，并非一朝一

夕之功，需要解决现实很多利益博弈问

题，方能把天堑变通途。笔者觉得，就目

前而言，至少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方面，尽管目前已实现省级统筹，

但各地区建立各自的、相互无法兼容的

信息管理系统，无法适应全国统筹对信

息管理系统的需要。所以，国家层面应

在整合现有各省区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

上，搭建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在此

基础上，全国统筹由现行的属地管理转

变为垂直管理，不仅有利于摆脱地方政

府管理体制的影响，也有利于实现医疗

跨省结算。

与此同时，要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

付，建立医疗养老保险准备金。现在医疗

保险金不能流动最大的瓶颈是，目前，各

个统筹地区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自求平衡的财政体

制，以及“只转移个人账户资金，不转移统

筹基金（企业缴费部分或者缴费总额中

的规定部分）”的政策规定，给异地就医即

时结算的试点推广带来一定阻力。

鉴于目前跨省结算的管理手续多、

统筹难度大等特点，可以尝试由商业保

险来操作社保一卡通，由政府选定几家

商业保险公司，然后通过公平竞争，确定

代管单位，最后把社会保障账户划拨到

保险公司。这不仅能节省政府的管理成

本，减轻统筹压力，而且也摆脱各利益主

体间的掣肘。如此一来，政府只剩下了

两件事：一是每年定期向社保准备基金

充实资金；二是搞好日常监管，为社保一

卡通畅游“神州大地”，提供良好的外部

环境与条件。

温州龙湾区高考生小王考了561分。他

报考的是杭州师范大学预防医学专业(定向培

养)，龙湾区只有1个名额，而他的成绩在所有

考生中名列第一。这意味着，只要委培的用人

单位同意，小王就可以顺利成为大学生，不仅

每年有1万补贴，毕业后还能得到一份事业编

制工作。然而，得知成绩的第二天，一名“说

客”就来到了小王家，他说，小王不符合报考条

件，希望小王放弃志愿。（本报今日14版）

此新闻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

主要是因为这位“说客”特殊的身份，温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民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张副局

长的丈夫。张副局长的女儿也报考了这个专

业，如果小王放弃，她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顶替

小王的名额。对此，笔者有以下几个疑问。

首先，温州市此次定向培养招生是不是

“因人设岗”？按说，一个地市定向培养招

生，其招生名额和限报条件都应该在招生简

章中详细说明，尤其是地区户籍限制更要特

别备注。如今，该单位副局长之女排在第二

名，却找出了第一名户籍不符的理由。人们

不禁要问：你们的招生计划中明明写的是“龙

湾区户籍”，用人单位为何却只招“开发区户

籍”，你们在招生计划中为什么没有特别标注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字样？并且，省卫生

厅6月18日发布的公告中也没有？为何经济

开发区只有副局长之女一人报名？这究竟是

纯属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其次，张副局长老公劝说小王放弃该志愿

是不是“此地无银”？张副局长称，老公去小王

家劝说，是出于好心，“我们是邻居，有人情来

往的，怕他耽误了填报高考志愿。”对此，笔者

就纳闷了：副局长老公劝说小王究竟是为了谁

好？是小王？显然不是。但其急切的心情给

人们的感觉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还有，紧急增设的名额到底是为谁而增？

据悉，“小王为副局长女儿让路”的事情曝光后，

温州市卫生局紧急协调，经省卫生厅、教育厅同

意，龙湾区新增了一个预防医学专业的定向计

划名额。也许，这个结果对小王和副局长之女

来说，可能是两全其美，但笔者则不这样认为。

在我看来，这个增设名额无论是为谁而

增都不该。凭什么要为副局长之女增设名

额？这算不算是以权谋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