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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多地塑胶跑道被疑“毒
害学生健康，或致男孩绝育”，引发网民热
议。14日，江苏省教育厅回应称“不否认
有毒跑道进入校园”的现象，同时他们也
指出，报道中所涉及的几个塑胶跑道均为
当地自筹自建项目，不属于省教育厅建设
监管。15日下午，该厅官微“江苏教育”
发布了“关于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
地部分学校塑胶跑道环保问题的情况通
报”，对四所幼儿园、小学的塑胶跑道调查
情况和管理措施进行介绍。目前，江苏省
教育厅已责成相关单位对项目再次进行全
面检测，如果发现问题，要求立即整改，
并公布材料供应商以及施工单位的名单，

涉及到教育系统相关责任人的，将严肃查
处，绝不姑息。

为什么江苏省多地纷纷铺设塑胶跑
道？是经济发展了，需要改善办学条件？
还是搞形象工程，往脸上贴金？如果经济
条件允许，应该铺设质量合格的塑胶跑
道，反之，想搞形象工程，就等于害了学
生。江苏省塑胶办专家陆长峰认为，从他
们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校园塑胶跑道中的
刺鼻异味确实来自塑化剂等添加剂，目前
已掌握的物质为氯化石蜡，对人体有伤
害。一所学校有没有塑胶跑道是次要的，
学生的健康高于一切。在黄土地上打篮
球、跑步，照样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学
生体质。江苏省多地纷纷铺设塑胶跑道，
是互相攀比，盲目发展，还是为了向上级

争取资金，然后偷工减料，中饱私囊，都
并非不可能。

现在不少学校，都在暑假期间突击建
设校舍，新进桌椅板凳和其它教学设备，
根本没有时间去让油漆散味、释放甲醛，
就投入使用，以致学生出现头晕、流鼻
血、流眼泪、恶心、呕吐、起红疹等症
状。2014 年 9 月，海南一投资 2000 多万元
新建的小学和幼儿园在新学期正式启用,然
而在小学开学一周多时间,不少孩子接连出
现头晕、呕吐、胸闷、皮肤瘙痒等症状，
3000名学生800多人请假。如果仅有以上表
面现象倒是其次，但是或致男孩绝育，有
白血病等其他潜伏病症那就是罪孽深重了。

15 日下午，江苏省教育厅官方微博
“江苏教育发布”发布了“关于南京苏州无
锡常州等地部分学校塑胶跑道环保问题的
情况通报”，主要处理结果是这样的：南京

市栖霞区马群幼儿园：近期将公示检测报
告，暂不组织幼儿在室外做操；苏州市相
城区元和小学：未发现不合格指标，学校
跑道塑胶移除存放；无锡市崇安区崇宁路
实验小学：公示室内空气检测结果，暂不
组织学生在室外做操；常州市天宁区博爱
小学：检测结果符合相关要求，已将全部
学生安排到另外两个校区进行一年过渡。

这些措施，看起来坚决有力，实际上
是治标不治本。盲目建设，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有谁承担？给学生健康造成的危害如
何弥补？不建塑胶跑道，谁还保证以后不
再建其他的什么有害设施，到时再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地老是在后面收拾烂摊子，
不是劳民伤财吗？把好质量关口，防微杜
渐，以绝后患才是正途。

别让孩子倒在“毒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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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西奇

“专家坐诊”、“医术高明”、“收费便
宜”……近年来，无锡正规医院出现不少“医
托”，将患者带到其他民营医院，再将小病
“看成”大病，通过冒用其他患者的病历等方
式，骗得患者做虚假检查、虚假手术，以获得
高额医疗费。日前，当地法院对15名被告分

别判刑并处罚金。（10月17日《现代快报》）

医托，是寄生在医疗肌体上的一颗毒
瘤。他们的骗术无非是耍嘴把戏，能够屡屡
得手，一方面与患者病急乱投医的心理相
关，另一方面也钻了执法监管的空子。

一方面，部分医院能让医托横行，说明
职能部门的监管很不到位。因此，卫生、公
安、工商等部门应切实担负起责任。除了进

行常态化执法外，更需加大经济法律的处
罚。顺着医托这根藤一查到底，将涉事黑大
夫、黑医院一网打尽，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以此倒逼医托不敢再侵害患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惩防并举只能降低患者的中
招几率。终结医托骗局，根本之道还得对现
行医疗体制动大手术。毕竟，医疗资源不均
衡、医疗服务不优质、医疗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不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局不
破除，那医托围猎患者的戏码将继续上演。

根治医托，需解求医困局

百姓说话

套现

刘雪松

支付宝没有一项业务像最新推出的“扶
老人险”来得如此低调。作为在历次评论中
因力挺扶老而被一些网友讥笑的本人，昨天
毫不犹豫地掏出了3元钱。这就意味着，从
今天起的一年之内，我要是因为扶老被讹，2
万元之内打官司的钱不需要我掏了。

10月16日，支付宝推出这项新增业务的
当天，人民日报报道说，据对截至今年10月
上旬止的 149 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件分
析，80%左右的案件真相最终被查明。其中
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例，诬陷扶人者84例。

有人说支付宝推出这项新业务，算得上
是商机嗅觉灵敏，实际上，支付宝这招，是对
中国社会痛点的准确把握。作为有钱就是任
性的阿里巴巴，凭实力，完全可以把其实一年
并不多见的扶老纠纷所造成的经济部分大包
大揽了去。但是商业的归商业，公益的归公
益，支付宝这项业务，像一页试纸，既给网上
那些为扶不扶痛心疾首的巴拉巴拉者们开出
了一帖镇痛剂，又给人们出了一道选择题：扶
还是不扶，3元钱试试你的真诚度。

支付宝低调推出扶老人险业务，试图从
中猛赚一票的出发点不太明显。这一点，阿
里巴巴不至于商业眼光失准到这个地步。且
不说人们碰到老人倒地的机率少之又少，真
有人额骨头亮得像灯泡给遇上了，十之八九
也都扶了起来。所以，扶老人险，其实象征性
意义大于利益概念，它开启了道德痛点用商
业化破解的模式，获益其次，推一把路人犹豫
不决的道德感为真。这一点，旁观者用不着
有太多的小人之心，支付宝也用不着过于小
心翼翼。支付宝的扶老人险，将保障范围限
制在诉讼用途，其实是用商业的形式助一把
道德的力量，最终还是引导社会通过法治解
决问题。但这么一来，3元钱的保险费，貌似
也给谈扶老便色变的网友出了一道虚实题
——真怕还是假怕，3 元钱拉出来遛遛。也
给见老不扶这个喋喋不休的网络议题出了一
道是非题——究竟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3
元钱保险费里见分晓。

按照到马云的微博里砸人家门的逼捐者
理论，收益多多的支付宝不应该这么鼓励着
人，又为难了人，最好是说一句，你们上，我买
单。但是，虽然具体案例通过钱能解决，但道
德以及社会风气的命题，却是机构买单的钱
能够解决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民日报的一项调查分析认为，在此前
的149起扶老纠纷中，近两年的真相查明率
超过了九成。但其中 84 起被扶者“恩将仇
报”的讹人者、32起肇事者冒充好人的，处罚
率基本为零。这是我国扶人真相发现率极
高、而纠纷却不断，这一反常现象的法律原
因。

出于对许多老人可能因年事已高、心智
下降等方面的考量，我对“恩将仇报”这个概
念不敢完全苟同，但对于走法律程序、加大对
恶意纠缠者和浑水摸鱼者的处罚力度毫无异
议。支付宝推出的扶老人险，锁定法律程度
范围，应该也是把住了这个法治的糟点而来
的。

用3元钱兑换道德痛点，促进法治完善，
支付宝的扶老人险只是一个杠杆，动不动得
起来，还得看网络上正义感爆棚的人们心诚
不诚，还得看法治的程序正义接不接招。

3元扶老人险
能兑换成正义感吗？

网言个论

法晚

据媒体报道，2012年底至今，深圳
市消防局为了应付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检查，采取突击花钱的方式套取财政
资金设立“小金库”。消防局通过上报预
算申请财政资金，项目通过后，找相关企
业签订虚假合同，进而套回财政资金。之
后，分局领导及财务人员找各种理由将
钱瓜分。此案涉及金额4000多万元，目
前已立案44人。

从公款“淘金”，终将把自己套进去。

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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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

据报道，今年7月下旬以来，随着山
西国投董事长上官永清被查，一个“山西
汾酒会”的政商圈子渐渐浮出水面。“汾
酒会”与汾酒集团无关，而是对以晋官为
主的经常在固定会场参加聚会的一个群体
称谓。据披露，该“会”总人数近 40
人，目前很大一部分已被调查，如聂春
玉、申维辰、王茂设、洪发科等。而拥有
“30多年金融从业经历”和大量高官人脉
的上官永清，被指是山西政商链中“关键
一环”。

以前有“西山会”等晋籍高官小圈子
已为人知，而眼下，随着上官永清这名山
西金融“大鳄”的倒掉，人们发现，此类
政商连接的“会”早有分舵，“山西汾酒
会”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头。尽管人员
构成没“西山会”那么高大上、“手眼通
天”，但性质是一样的。等而下之，以上
官永清为核心的“飞行俱乐部”，不过是
一批吕梁老板组建的“外围组织”罢了。

“汾酒会”、“飞行俱乐部”等等，看

似只是官商定期聚会的人际关系圈子，觥
筹交错之间，洋溢的是乡音乡情，实则不
然，这些圈子也是政商关系在现实政治中
的投射。一方面，这“会”那“会”，不
可能不受权力的主导，并成为权力者施展
权力影响的松散机构。每一个“会”，既
有隐秘的“主脑”，也有游走其间、长袖
善舞的“纽带”，上官永清被指“关键”
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这种基于“乡谊”扭结到
一起的“会”，“乡谊”往往倒在其次，关
键仍在于通过这种官商勾结获取更多的政
商利益。权力可以借勾肩搭背而飞黄腾
达，而在权力护佑下的商业也尽可以从中
攫取超额利润。此前的丁书苗是这样，后
来的上官永清也是这样。这一点，在太原
市商业银行变身晋商银行的过程中，从一
度“濒临破产”到“不差钱”，数十亿国
资强势注入即为明证。

民国时期山西军阀阎锡山非五台老乡
不用，考虑的多是“子弟兵”的因素，而
现代山西官场的各种“会”大行其道，其
行径更加恶劣。无论是“四为干部”（年
轻有为，敢作敢为，胆大妄为，胡作非
为） 申维辰，还是生年、学历、履历俱假
的“三假干部”上官永清，他们拿来交
易、勾兑的，乃是社会公共利益，而非一

家一姓之私产。
可见，“汾酒会”旧瓶里装的不是什

么新酒，玩的还是政商勾兑老一套。这样
的政商圈层，也绝非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路
径，不过是私相授受、党同伐异的旧把戏
罢了。

这种畸形的政商勾结，并非只是发生
在山西一地，而是已成中国经济社会良性
发展的阻碍因素。其诉求也从获取腐败利
益，进而扩展到猎取不当权力。此前有媒
体质疑，诸多落马官员何以能边腐边升？
症结正在于这种政商勾结已经陷入一种

“超稳的暴利性生产结构”。这也解释了为
什么“晋官难当”，根源还在当地政商生
态的“圈子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内决不
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
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
一天会出事！”足见要廓清政纪，必须打
破那些以地域、血缘等为脐带的权力圈
层，在二者间矗立绝缘带。而打破团团伙
伙的权力圈层，只能是在保持反腐高压态
势基础上，通过深化权力约束层面改革，
构建常态化的制度机制，实现各级权力在
多维度的被切割、被监督，进而彻底廓清
政治迷雾。

“汾酒会”之类政商圈子是社会毒瘤
今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