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雪（本报）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近日开展了针
对“黑诊所”的严打行动，一天内突击查处
“黑诊所”40户。这些“黑诊所”均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生也未获得《执
业医师资格证》。

“黑诊所”没有两证，医疗设施不达
标，医疗水平不过关，卫生条件差，容易造
成误诊、漏诊、延误或加重患者病情，甚至

危及患者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为什
么还有人去求医问药呢？“黑诊所”一是看
病程序少，进门就拿药或打针，不像大医院
要挂号、排队、叫号，才能看病，还要划
价、交钱，最后再取药，过程十分繁琐；其
次，“黑诊所”服务态度好，营业时间灵
活，甚至可上门服务；三是药价便宜，一般
几元、十几元，不像大医院，几十、几百，
甚至更高。还有就是流动人口没有医保，没
地方报销，不需要大医院的正规发票。这就
是“黑诊所”生存的土壤。

对“黑诊所”的打击虽然每次都战果
辉煌，但不久他们就卷土重来，治标难治

本。要标本兼治，就要让部分条件好的“黑
诊所”升级达标，变成有“户口”的合法诊
所，平时加强监管。同时，多建设社区医
院，提供更便捷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满足
居民和流动人口的需求。还要加快医疗体制
改革，分级诊疗，取消药品加成，提高服务
质量，提升医疗水平。如果正规医疗机构能
够给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方便、廉价的医疗
服务，谁还会去不安全、不卫生、不正规的

“黑诊所”？长此以往，“黑诊所”就会失去
生存的土壤。

医疗问题不仅仅是“黑诊所”在“作
怪”，大医院的医患关系紧张也是大问题

——开大方，药价加成，药价虚高，乱检
查，服务态度差等等问题都需要解决。深化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还要再加快，先实
现“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

‘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再实现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
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

2015年，新一轮医改又开始了，社会期
待医改后的医疗是更加完善、更加科学的医
疗制度，能带给人们更多的方便和实惠，能
够满足逐步均等的、基本的医疗服务和个性
化医疗需求服务。

让“黑诊所”没有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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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晚

据新华社报道，日前，海南海口市部
分中小学校长、副校长，区教育局局长等
49名教育干部因违法违纪被查处。记者
调查发现，近年来，广东深圳、浙江、吉
林等多地曝出中小学校长“回扣门”事

件，校长“腐败账本”中的项目，大到一
栋楼，小到一册图书，从工程招投标到校
服采购，从教学招生到学校建设，包藏多
种猫腻。

监督不到位，权力无边界，校园成了
“一言堂”。本该做教书育人工作的校长，
却沦为最该教育的对象。

法院也“赖账”

谢驭飞谢驭飞//图图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市政府在去年办好百件惠民实事的基础上，今

年又推出了百项惠民清单。有引发热议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有关系

百姓切身利益的社保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还有适时启动的“食安枣庄”行

动，更有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全民总动员……

2015年的百件惠民实事你关心啥？各位读者，请一起来讨论讨论吧。投

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中国大妈机场
打牌遭泰国网民痛批，不少中国网友也异
乎寻常的愤怒……候机太久打发时间，不
赌钱，不喧哗，不扰民，有啥不妥呢？连
警方都说了这不违法啊。啥事都要得出

“丑陋的中国人”的结论，骨子里缺钙是病
啊，得治！

@华生2010：一回国就感到股市的热
浪扑人：证券营业部挤爆了开户的人群，
到处是炒股赚快钱大钱的传闻，越来越多
的人在借钱入市，媒体上更充斥着改革牛
的种种论证。恕我眼拙，我怎么没见着啥
牛，满眼都是羊年躁动的羊群呢？股市在

沉寂中崛起，在狂热中破灭，这是中外颠
覆不破的定律，为什么总有人相信这次与
以往不同？

@人大工作者朱恒顺：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已经实施一个多月，但是，目前完
成了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的市、县尚不到
16%和 4%，条例在这些地方自然没有实
施。一部行政法规颁布后，各地为什么不
主动创造条件实施？非得要等到中央有关
部门再下“通牒”？这是一个国务院决定
了、各地却迟迟不落实的鲜活例子，期待
引起有关部门深思。

微言大义

高路

继有人需要证明自己是自己妈生的之
后，安徽淮北女孩闫敏(化名)4月21日上午
也遇到类似的奇葩事。据安徽市场星报报
道，因办理教师资格证需要居委会认定无犯
罪证明，居委会要求必须派出所先开具无犯
罪证明他们才能盖章，派出所要求必须需要
无犯罪证明的单位先开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
明，他们才能给开无犯罪证明，而教育局表
示不需要他们开需要无罪证明的证明，闫敏
彻底凌乱了。

这一条需要看好几遍才能读懂的新闻，
并不是记者的笔头有多糟糕，实在是满天飞
的“证明”把大家伙都绕晕了，安徽这家媒
体的记者一定费了很多时间才理清这里面的
因果关系。

一般认为，既然是准备当老师的，品德
是条很重要的标准。一个履历上有过污点的
人从事为人师表的职业，多少有点不那么让
人放心。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派出所开
一张无犯罪纪录的证明，为什么又需要对方
出示一个为什么需要这个证明的证明呢？有
点让人费解。这是担心有人会拿着这个证明
去犯罪，所以他们需要在源头上把把关？可
无犯罪纪录证明能干什么坏事呢？我们的想
象力已经跟不上这种节奏了。

开证明是你的权力，可要求开证明是我
的权利，只要我不做犯法的事，你管我干什
么呢？既然一开始需要对方开证明，又为什
么在记者介入一个小时以后，突然，这张证
明就不需要了？一会要一会又不要；普通人
来要，记者来了又不要，这执行的标准也太
过混乱了点，或者根本没有标准，今天高兴
就给开了，明天不高兴就刁难你一下？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各种证明打架，互

设前提的事并不构成太大的困扰。那位开证
明的女孩，如果是本地人，可能在学校和派
出所之间多跑几次也就办下来了，有些证明
一辈子也就开一回，脾气不好的大不了发几
句牢骚，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是现在人员
流动性那么大，浙江人跑到外地去经商，外
地人跑到浙江来打工；今天在安徽淮北，明
天就可能跑北京，为了一纸小小的证明，你
来回地折腾他，他可是会骂娘的。

就拿央视曾经曝光过的那位河北武邑县
的小伙子小周说吧，为了办本护照，在北京
和老家之间往返六次，跑了三千公里。武邑
县办证明民警的故意刁难让人痛恨，可我们
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办个护照一定要跑回户
口原籍去。我相信在浙江开个出国证明需要
了解的资料，在西南的某个边陲之地也一样
看得到。哪怕看不到，也能用公对公的方法
了解到，那么何必非让人家为了一纸证明跑
到户籍所在地去呢？

信息这么发达，网上一点就一目了然的
事，很多地方却选择了让办事的人跑断腿的
方式，这不是等同于用高音喇叭广播来应对
互联网的传播吗？还跟得上这个瞬息万变的
时代吗？

证明的证明，证明了什么

今日观察

戴忠群

近日，“身边那些渐行渐远的老行当,你
了解多少”的议论在朋友圈疯传，不少人发
出这样的怀旧话题。《枣庄晚报》 日前报
道，在我市街头,就有这么一位修了30多年
表的老修表人，他说自己年轻时学了这门手
艺,几十年就再也没放下过,现在的年轻人不
懂得传统手艺也能养家,可惜了。

这位老修表师傅坚持修表30年，真是
不简单。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会传统
手艺的人越来越少，愿意传承下去的人更是
寥寥无几，不少老手艺甚至走到了“失传”
的境地。

很多年轻人总认为这些传统手艺用处不

大，有高精尖的技术取而代之，孰不知，这
些传统手艺，正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好
帮手。例如，骑着自行车上路，车胎没气
了，是不是要找人修一修？好好的手表不走
了，是不是要找人看看哪儿坏了？买了一双
鞋，没穿几天，“张了嘴”，是不是也要找个
修鞋匠给补一补……

可在一些年轻人眼中，学这些传统手艺
活有些“跌份儿”，因此，他们大都不愿意
干。这种想法是有偏颇的。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各工种只有分工不同，没有什么
高低贵贱之分。再说，很多传统手艺人，凭
借自己的手艺，不但养了家糊了口，还奔了
小康。所以说，不能带着有色眼镜看老手
艺，要与时俱进地看，更要在传统手艺的基
础上进行创新，让老手艺也能焕发新活力。

老手艺也能焕发新活力

百姓说话

云端中

今年80岁的山亭区水泉镇赵岭村的倪守
金，在青石板上建起长4米、宽3.5米的“微型
祠堂”，用来存放逝者骨灰及供后人祭奠之
用。家庭“微型祠堂”建好后，倪守金将逝去
亲人的骨灰及灵牌放进祠堂，推平田地里的
坟头，种上了果树。（4月20日《枣庄晚报》）

今年清明，我和爱人一起回乡祭祖。在
祖父祖母灵前祭拜之后，我问他：“你太爷爷
太奶奶的坟墓呢？”他茫然不知。这个疑问在
我的娘家也是存在的，为伯父送葬的时候，我
只看见过爷爷奶奶的坟。其实，无论我们怎
样精心，当先人们逝世的时间久了，他们终究
要融入这片土地。

入土为安是国人沿袭了数千年的传统风
俗，不少地方还存在“厚葬薄养”的陋习，所以
土葬至今仍是我国主流的安葬方式。多少老

人健在时不管不问的不孝子，在老人去世之
后把坟墓建得富丽堂皇。父母生前过得好坏
他们不在乎，父母去世之后的坟墓竟成了子
孙身份的象征。

眼下，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村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用来耕种的土地愈来愈有限。在
广大农村，死人跟活人“争”地的事实至今依
然存在。倘若都如古时的贵族一般大修坟
墓，估计如今放眼望去田野已然一片坟茔。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动辄几万几十
万的墓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很多
人连连咂舌“死不起”。

如果说树葬和海葬过于惨烈不能接受，
那么倪守金老人的“微型祠堂”就是一次很好
的尝试，彰显了祭奠的新理念。但是，如果家
家户户都这么做，也会占用不少土地，是不是
可以一个村子或几个村子共建一个祠堂？

毕竟，我们缅怀先人不是要把土地绵延
成无数的坟墓，而是要让后世子孙记住先人
的美德。

“微型祠堂”未尝不可

百姓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