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评“女生拒让座”：
死不让座没有那么理直气壮

“该不该让座”这道题

没有标准答案，得区别具体

情境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

论。但是，似乎可以形成如

下共识：可以呼吁道德，但

不能搞道德绑架。不能因

为自己的“年龄优势”，就可

以骂骂咧咧甚至大打出手，

强迫人让座；可以捍卫权

利，但要厘清权利的边界，

公交车座位享用权并不仅

由“先到”法则产生，死不让

座没有那么理直气壮。此

外，只讲权利话语而任由冷

漠滋生，也非社会之福。

法制日报：
莆田系老底被揭昭示
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

魏则西事件中受伤最

重的是莆田系，原本人们对

莆田系了解不多，后来才发

现原来中国的民营医疗市

场几乎已尽归莆田系旗下，

仅凭本能也可以判断出，这

绝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随着事件的发酵，莆田系江

湖游医的老底被揭了出来，

于是人们看到了资本原始

积累的罪恶与不堪。

通过魏则西事件，与其

说人们是在为一个被虚假

医疗信息坑死的年轻人鸣

不平，不如说是人们在以此

事为突破口，集中发泄对医

疗改革的不满。

不可忽视！
这10种情况必须洗手

①去超市或商场购物

后；②接触过血液、泪液、鼻

涕后；③打扫完卫生后；④

接触钱币；⑤吃药、往伤口

上涂抹药物之前；⑥接触过

宠物后；⑦使用电脑、鼠标

后；⑧佩戴隐形眼镜；⑨在

喂孩子食物前和处理婴儿

粪便后；⑩户外运动、玩耍

后。 @人民日报

你有多胖
多半在娘胎里就已决定

浙大一院儿科主任梁

黎解释，肥胖是因脂肪细胞

太多，小胖子未来可能是大

胖子。挥汗如雨地减肥，只

是让脂肪细胞个头变小，但

无法改变数量。由于遗传

因素，胖爸妈生出的孩子，

肥胖几率更大。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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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致癌谣言是假关心真伤害
□罗志华

你可能隔三差五就会在微信朋友圈或微博中看到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和内容，

主要都是与癌症有关的，比如植物油做饭致癌、刮腋毛致癌、筷子3个月不换致癌、

新衣服不洗就穿会致癌等，这些都被证实极不靠谱。近日，南京多位医学专家总结

了在朋友圈流传最广的几大致癌谣言排行榜，并逐一进行了辟谣，呼吁网友若看到

这些致癌谣言，就别再在朋友圈转发了。（5月5日《天府早报》）
仔细阅读微信上的这些谣言，不难发现，它们都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与健

康和养生有关，其中多数都涉及到癌症；二是与生活联系得十分紧密，植物油、筷子、

衣服等，都是老百姓天天接触的日常物质。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使微信谣言一

头连着恐惧，另一头连着生活，既接地气，又让人难以释怀，极容易引发网友的关注

与热传。

此外，类似帖子无不透着关心，不乏提醒大家“必看”和“必转”的善意，这很容易

让人放松警惕。同时，不少人存在“宁信其有”的思想，认为转发一下也无妨，即使所

言不实，也似乎没有伤害，防范意识强总没多大坏处。有些人逢健康养生帖必转，且

图文并茂极具吸引力，让人产生一探究竟的欲望。

然而，转发不仅成就了发帖者，而且危害到自己和圈内朋友。致癌谣言帖之所

以常见，是因为微信火了，点击与转发率高了，自然就提高了微信的知名度，产生直

接或间接的收益。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总是不停地炮制类似谣言的原因所在。或

许他们本身不偏爱谣言，只不过在真相和传播率当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加上他们不具备更高的科学素养，不仅粗制滥造，而且唯恐不够耸人听闻，炮制出来

的东西就十有八九成了谣言。

对于网友而言，随手转发看似不要紧，其实极为有害。单个谣言的影响也许不

大，但谣言多了，科学与健康素养势必被拉低；对一种做法的错误提防也可能不影响

生活，但时时处处都在错误提防，生活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听从这类谣言多了，将

让人会感到无所适从，不该防的防了，该防的却不防，健康反而受到威胁。可见，微

信致癌谣言对网友的关心是假，但伤害却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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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 BAO SHI PING星报时评

总有“萝卜招聘”
就怪处罚太轻

□刘昌海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李闯王”落马
是一出黑色幽默
□宣华华

一名落马贪官，湖南省怀化市原副市长李自成，

外号“李闯王”。人们这么称呼他，不仅因为他的名字

与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相同，还因为在怀化，

他以胆子大闻名，号称“没有不敢干的事儿，没有干不

成的事儿”。（5月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对于国人而言，“李闯王”这个名号实在是如雷贯

耳，其历史事迹和逸闻野史都是耳熟能详。然而，一

名堂堂的地市级副市长，竟然因“胆子大”而被人们讥

讽为“李闯王”，其本人也“闯”出了一个落马的结局，

却更像是一出黑色幽默。

回顾历史，作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原版“李

闯王”，确实因为“胆子大”而“闯”出了名堂，至少是推

翻了明末黑暗的王朝统治。

可笑的是，现代版“李闯王”完全是“徒有其名”，

非但没有“闯”出任何名堂，反而将原版“李闯王”的失

败教训照单全收，“闯”出的也只是腐化堕落而已。

据报道，这位现代版“李闯王”被执纪人员描述为

“胆大包天、胆大妄为、明目张胆，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

规矩”，其具体恶行包括：向企业摊派、插手工程项目、

收受贿赂、安插心腹、大搞政绩工程、放纵家人大肆收

受红包礼金等等。如此贪腐成性的“李闯王”，不过是

一个小人得势的跳梁小丑，哪有丝毫的英雄气概？

不必讳言，在这位现代版“李闯王”背后，还有许

多“赵闯王”“钱闯王”。这些“闯王”都具有共同特点：

表面上看，似乎是“有魄力、有能力”，敢于“不走寻常

路”，甚至给人以“能干事、干成事”的印象；但骨子里，

他们之所以敢“闯”，并不是出于公心，恰恰相反，完全

是在一己私利的驱使之下，才让他们乐于鼓足一切

“勇气”，不惜排除千难万险，也要把自家保险箱填

满。这些“闯王”的身后，往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

损失，并留下严重的社会矛盾，危害极大。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巡视

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到，“总行管

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

部的配偶、子女共 240 人在系

统内工作”，“近亲繁殖”现象引

发公众关注。记者调查发现，

近一年来中央和地方巡视组已

披露多个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

存在违规招聘近亲属问题，“近

亲繁殖”现象多有出现。（5月5
日《中国青年报》）

“萝卜招聘”就是腐败，“近

亲繁殖”就是丑闻，这一点没有

疑义。而招聘腐败难除、用人

丑闻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处罚太轻。

这些年，媒体报道、网络热炒的“萝卜招聘”事件多了，但最终处理结果，大多无

非是取消当事人的聘用资格，那些在中间帮忙运作的人给个处分，就算有人因此被

“免职”，也只不过是带薪休息一段时间，到时候还会官复原职，这当然没有震慑力。

不妨再重温一下2010年韩国外长柳明桓遭遇的“特招门”事件：柳明桓的女儿

被招聘为韩国外交通商部的公务员，柳明桓本人并不知情，老百姓也没有掌握柳明

桓在招聘过程中提供了特殊照顾的证据。韩国外交通商部也表示，“面试过程很公

平，从应试者提供的材料和面试程序中，谁也认不出是长官的女儿。”

但韩国的老百姓就是不信，媒体就是不依不饶，认为在5名面试官中，有两名是

外交通商部的官员，因此很难消除对长官之女的特殊照顾之嫌。最后柳明桓不得不

表示，“我忽视了父与女在同一个单位的相关关系。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猜测或质

疑，我对此向国民表示歉意”，最终不得不辞职。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特招门”事件并没有以柳明桓的辞职为结束，而仅仅是

一个开始，随后，有400多名工作人员都受到了调查。反观我们，发生过那么多起有

真凭实据的“萝卜招聘”事件，最终也没听说谁因此耽误了前程，最多是“罚酒三杯”

给个不轻不重的处分，孩子的事情以后再想办法。

对于“萝卜招聘”，无数人开出过无数个药方，但没有哪一个能够去根。真正的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罚得太轻。人们做事，都会有一个风险计算，如果风险小甚至

没有风险，当然会去做，如果风险大于收益，就没有人敢去冒险。“萝卜招聘”成功则

解决了孩子一辈子的大事，被人捅出来也没有什么损失，当然会有人前赴后继。如

果招不上来儿子，反倒老子也被拿下，而且谁经手谁都要担责任，肯定做的时候都会

掂量掂量。

“取消医生加号”
不宜“一刀切”
□木须虫

国家卫生计生委3日发布《集中整治“号贩子”和

“网络医托”专项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取消医生个

人手工加号条”，知名专家则有可能不对外挂号。这

一政策在广州各医院医生群体中引发热议。（5月5日
《南方都市报》）

医生个人手工加号，会不会被“号贩子”利用，或

许有这种可能性。然而，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是，首

先取消了医生加号，堵塞不了“号贩子”可钻的漏洞。

其次，号贩子丛生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家资源提供优

质服务的短缺，而“取消加号”，即便看上去是不给“号

贩子”机会，实际上等于不给患者机会。

同时，对于医院和医生而言，“取消加号”等于否

认了诊疗活动根据实际自主看病的合理性，病人多了

不加班，号叫到了干闲着，这并不是正常医疗秩序所

应有的含义。此外，“取消加号”或许还有一个说不出

口的理由：防止“加号”与“号贩子”间利益关联。倘若

如此，无异于“有罪推定”，容易把医生很善良的行为

抹杀掉，消解医生的积极性。

可见，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简单“一刀切”，等

于给医疗实务“做减法”，像“因噎废食”一样，并不是

解决矛盾的办法，这样的治理是典型的懒政思维。“号

贩子”固然可恨，在医疗资源不均衡一时难以改变的

情况下，进行整治确有必要。但是，对于“号贩子”不

能总盯着外在现象，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多在内在机

制上想点办法，解决内在的矛盾，治标的同时多一点

治本的考量。

医生加号既要承认其合理性，也要进行为效管

理。对于加号可能发生的“炒号”，应该加以规范、加

强监督，比如设计详细规则，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人

可以加号，并进行抽查与管理，趋利避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