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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人民医院”岂能“公私不分”
■ 苑广阔

“带着‘人民医院’四个字，却不是

公立医院。”河南省许昌市李雁（化名）

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在许昌，许

昌市第五人民医院等多家“人民医院 ”

是私立医院，而有“人民”二字会让大众

误以为是公立医院，不明白为何会出现

这种情况？（11月30日澎湃新闻）

按照惯常的认知，凡是挂“人民医

院”招牌的，都应该是政府出资设立的

公立医院，在百姓心目中往往和靠谱、

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怎么现在明明是

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也可以挂

“人民医院”的招牌了？

面对公众的这种质疑，很多挂着“人

民医院”招牌的私立医院并不能给出令人

信服的解释，被问起来总是支支吾吾，不

敢正面回答。而一些私立医院之所以仍

旧叫“人民医院”，多数是由于从原来的公

立医院改制为私立医院后，名字却没有改

过来，而是沿用了原来的名字。实际上，

关于挂着“人民医院”招牌的就应该是公

立医院，而私立医院不能叫“人民医院”名

称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公众的一种惯

常认知，而是国家的一种明文规定。

按照原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关

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

知》（卫医发〔2008〕35号）有关规定，“人

民医院”“中心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等

名称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设

置的医疗机构使用。政府办公立医疗机

构改制为股份制医疗机构的，不应继续

使用“人民医院”“中心医院”及“XX市”

等含有行政区划名称的机构名称。

国家的规定已经很明确了，而一些私

立医院之所以采用拖延战术，迟迟不予改

名，无非还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因为

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更信任公立医院，一

旦改了名字，“生意”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不改名，不但等于是剥夺了患者的知

情权，也影响了患者选择权的实现，而且在

私立医院当中，也存在不正当竞争的问

题。所以说，“人民医院”公私不分的问题，

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下去，而应该在监管部

门的监督之下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治理。

非常道

社科院专家：
建议取消土地使用权年限

11 月 29 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党国英在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

暨中国体改研究会年会上表示，居住形态

会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而影响经济的

长期增长及社会稳定，我国土地要素的市

场化程度较低，应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市

场化改革，建议取消土地使用年限，克服短

期行为，国有土地实行多级地方所有，克服

土地预算的软约束，建立合理的不动产税

收制度，降低土地使用权的分配差距，改善

居住形态。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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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着睡，有助帮你防痴呆

一项有关睡姿的研究表明，侧卧睡眠

不仅有利大脑健康，还可预防阿尔茨海默

病。“大脑垃圾”通常包含淀粉样蛋白，构成

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常见的斑块。

研究人员相信，通过清除这些蛋白质，大脑

可少患神经系统疾病。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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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养老亟需破除政策桎梏

日前，长三角异地养老

机构名单发布，安徽有23

家机构8700张床位名列其

中，这标志着老年人跨区域

养老有了更多的选择。

随着观念的改变、旅

居养老理念的兴起和生

活水平的提高，异地养老已成为满足老年人

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的一种新模

式。一些老人选择异地养老就是远离城市喧

嚣，寻找一方静土，其目的是为了健康长寿。

毫无疑问，青山绿水、空气清新有助于

健康养生，不过，健康养生却显然不是唯此

一端，它受医疗条件、医药报销、养老补贴

等公共服务政策标准不统一的制约，很多

老年人选择异地养老最大的困扰就是看病

就医，虽然长三角已有一批城市实施“异地

门诊就医直接结算”，但养老补贴政策并未

异地打通。这就需要政府层面上打破公共

服务政策桎梏，建立跨区域补贴制度，实现

社会保障跟人走，探索长三角地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联合开展家庭病床同质化发展

和联动服务。在实现养老服务补贴异地享

受的前提下，延伸长护险照护服务，以打消

老年人异地养老的后顾之忧。

相对而言城市养老成本高，生活费用多，

部分老年人负担压力大，便倾向于去周边养

老，这不仅可以减轻经济负担，还能享受优质

环境和高品质的空气。在笔者看来，要想让

异地养老更加准确定位目标人群，必须兼顾

“导入地”和“导出地”需求，需要更多温暖和

爱的注入，换言之，不能只让老年人成群结队

地迁徙，更需要政府在制度层面的高度重视。

当下，安徽正全面开启养老服务市场，

加快建立长三角统一的养老服务质量标准

和评价体系，实现信息互通互融、养老保障、

财政补贴、医疗关系迁移等通达便捷。因

此，各地应进一步加强与长三角区域深度融

合，深化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登记制度改革，

鼓励民间资本整合社会资源用于养老服

务。协同推进县级、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三

级中心”作为异地养老的实施主体，充分利

用世界银行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示范项

目在安徽落地之机，利用省政府《加快发展

智慧养老若干政策》及《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发展规划》五年行动方案的有利条件，尽早

出台异地养老保障政策，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和责任部门。既坚持解决实际问题又坚

持简单易行，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操作性，

务实管用。只有下力气破除异地养老服务

发展瓶颈，彻底打通政策阻碍，老年人的“政

策桎梏”如期得到解决，才能从根本上让老

年人安心养老无虞，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遏制“早婚风俗”当多方发力
■ 斯涵涵

时事乱炖

近日，网传广东汕头一名 18 岁高中生

“迎娶”14岁初中生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政府通报相关情况称，

已责令双方家长让女方回归家庭，并对双方

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11月27日新华网）

有人看见通报中的“自由恋爱”几个字，

就认为他们二人你情我愿，是“纯真的爱情”，

不宜干涉。殊不知《婚姻法》明文规定，男性

法定婚龄22岁、女性法定婚龄20岁。法律具

有明示作用，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

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违

法者将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等。未满14周岁

的幼女，没有达到性同意年龄，受到法律的特

殊保护，无论其是否愿意，“迎娶”13岁女生都

属于违法，这应该成为民众的行为红线。

还有不少人以当地早婚婚俗来予以支

持，认为当事人自愿、双方家长也同意，没

有妨碍他人，当地风俗如此，何不乐见其

成？其实不然——风俗不能凌驾于国法之

上，更不能成为侵害未成年人的挡箭牌。

近些年来，在不少地区，早婚现象频

现。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健全，对于婚姻、

家庭和人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目标，而一

些不良风气的熏染会产生劣币驱除良币效

应。倘若这种不受法规约束、以错为对的

早婚观念蔓延开来，会形成破窗效应，会造

成对婚姻的随意、对法律的漠视。

当地政府部门要加大“控辍保学”目

标责任工作，监控和掌控适龄儿童、少年

和青年按时入学，通过学习知识来改变

当地青少年的视野和落后的生活理念，

让现代文明深入人心，同时更要加大法

制宣传和执法行动，对于那些热热闹闹

举办未成年人婚礼的家庭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施以必要劝阻和惩处，要让他们

了解早婚早育现象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总之，让法

律成为民众的基本信仰，让现代文明保

护未成年人健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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