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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三门峡市陕县法院判

决一起造成 3 死 2 伤的交通肇事案

件。在受害人家属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的情况下，陕县法院以“被告人积极赔

偿受害人家属”为由，对肇事司机“从

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当事副

庭长称自己当时“眼睛花”，才将案件

判错了。（4月17日中国广播网）

法官果真“眼睛花”吗？我看不仅

不花，法官的眼睛比任何人都明亮。在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明明没有赔偿受害

人的损失，陕县法院却想方设法主张赔

偿。据湖滨区法院负责审理此案民事赔

偿的法官介绍说，他曾经多次拒绝陕县法

院以及被告律师提出的赔偿证明的要求，

但是陕县法院最后以公函的形式，要求湖

滨区法院介绍案件审理情况。更为关键

的是，湖滨区法院证明中表述，“目前，我

院对此案尚未审理终结，据被告人称：能

够及时赔付受害人家属赔偿款近 90 万

元。”而在陕县法院下达的刑事判决书

里，不仅去掉了“据”、“称”二字，还把

“能够赔偿”改成了“积极赔偿”。“眼睛

花”却看得如此精细，甚至到了给法律

公文“做手脚”的地步，实在让人感叹眼

睛确实“花”得可以。林萧/文 美唐/图

“眼睛花判错”不能成为免责挡箭牌时评
shi pingS

说不清道不明的“医保戒烟”

非常道
feichangdaoF

钱兆成

星 雨

日前，卫生部

部 长 陈 竺 在 出 席

“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 防 治 策 略 研 讨

会”时做了题为《中

国控烟：积跬步，迎飞跃》的主题演

讲。他表示，“将通过深化医改为控烟

助力，逐步把戒烟咨询和药物纳入基

本医保，基本药物目录也将添加相关

药品。”（4月17日《广州日报》）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烟民最多的国家，还是世

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和生产国，中

国烟民占了全世界烟民总数的 1/3。

中国超过 15 岁的男性中 60%都抽烟。

全世界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的

有近 500 万人，其中有 120 万是中国

人。世界卫生组织预测说，中国将有1

亿年轻人由于吸烟而过早死亡。如此

看来戒烟医保看似是场及时雨，不过

细细分析就有点说不清道不明。

首先，资金从何而来是大问题，资

金一方面来自于用人单位，一方面来

自于职工个人。这是一个相对的定

数，对于有限的医保资金而言，花费庞

大的开支去戒烟，是不是重心偏移的

表现。况且，并非每个人都吸烟，难道

要一视同仁，一并扣除？进一步的，吸

烟除了社会交际用途外，更多的作用

是缓解压力，而城市中压力最大的，恰

恰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又是烟民的

主力军。而众所周知的，恰恰是这些

传统的弱势群体，没有得到医保的润

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自身没有购

买意识，另一方面是用工单位有意无

意地“遗忘”购买医保。本身就广度不

足的医保制度，没有进一步延伸广度，

有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嫌疑。

综上所述，即便不存在特殊人群

独享的担忧，也无疑会加大本已经存

在的福利鸿沟。

二是实施“医保戒烟”会不会加剧医

保乱像？虽然对于医保中的违规现象，

民法、刑法都有相关条例涉及。但在实

际操作中，这类行为多数涉及金额不大，

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构成犯罪。而社保部

门因为没有专门的法律依据，也不愿意

行使权力。这就直接导致了个人账户乱

象屡禁不止。而“戒烟医保”正符合数额

不大，难以监管的特征。

更进一层地将有被挪用之虞。国

家早就明确要求社保基金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

必须按规定全部纳入社会保险基金财

政账户，最终形成劳动保障部门、财政

部门和银行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

制。然而，不少地方却并未真正做

到。监督体系不完善，社保资金运作

本身不公开、不透明，道德自律又极易

失效，社保资金难免不“岌岌可危”。

现在的问题是尽快行动起来。一句

话，社保资金管理不能再软了！而“医

保戒烟”无疑会给这张本来就不密集

的监管网捅出一个小窟窿。

三是，据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报

道，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上海透露：“将逐

步把戒烟咨询和药物纳入基本医保，基

本药物目录也将添加相关药品。”消息

传出，有业内人士立刻指出，由于戒烟

药物的市场基本上被3家国外的公司所

垄断，这3家公司可能将因为戒烟药被

纳入医保而受益。在晦暗不清的经济

链条见过阳光之前，应该缓行。

诚如哲人所言，“如果设计一个制

度，目的是为了消除某个领域内不平

等，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不自由和

不平等。”用一句军事上的术语表达得

更为明晰，即处处设防等于没有设

防。在医保制度难以余力之前，过多

地寻找问题的突破点，问题可能朝相

反的方向发展。

既然当地做了如此多的工作，为何事

情发展却如此严重。

——4月16日，央视《新闻1+1》继续

播出问题胶囊节目。主持人采访河北省

衡水市阜城县委宣传部长李华一时，李华

一总结了当地的各种工作制度，并称工作

还是比较有效的。白岩松对此表示。

“但以前曾有些村偷着就把学校卖

了，我们没有执法权，管不了。”

——近日，哈尔滨双城市榆树村的希

望小学被公开出售，村里称卖学校的目的

是为了补财政亏空。据悉，所出售的学校

是2002年日本友人吉冈利光捐资修建

的。当地教育局称，局里已表态不同意出

售。

锐评
ruipingR 女生头发长，学校见识短 周稀银

4 月 13 日晚 19 点 30 分左右，山东一

位 14 岁的女生从自家五楼的窗户跳下，

经抢救无效后身亡。（4月17日新华网）

仅仅因为老师要求必须理发，如花

的孩子就这么选择了跳楼自戕，实在令

人扼腕长叹，我们对孩子的生命教育也

太缺乏了啊！然而，斯者已去，生者当自

强。我们在防范类似悲剧再度发生时，

难道不该反思学校方面管理思路存在的

严重缺陷吗？这么多年来在头发长短问

题上与学生大打的拉锯战和持久战还该

继续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头发的长

短，直接取决于女生本人，短则精炼，长

则飘逸。可回望这几年女生头发的“发

展史”，可谓风云突变，战火纷飞，一纸校

规，一个短信，就可以对女生头发横加

“切割”，任意“拉扯”，学校霸道管理的背

后，学生、尤其是女生的头发俨然成了影

响学习的“绊脚索”，在应试教育弊端越

加显现的当下，学生与学校的头发大战

谁胜谁负几乎毫无悬念。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这虽是民间

“约定”下来的，但随着女性的觉醒，它早

已被改头换面了。现在女生头发长已成

事实，也应该允许她自然存在，倒是学校

的“见识短”病入膏肓而不知。一方面，

女生喜欢长发本身就是受到社会流行时

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岂能被一棍子打

死？另一方面，“千头一发”极易导致学

生产生逆反心理，反而影响正常学习，甚

至产生厌学厌校情绪，是一种得不偿失

的愚蠢之举。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学校甚至将长

发女生拒之门外，并“谢绝”考试，或者

百般刁难，这已不仅仅是校规本身违规

问题了，已上升到对学生正常参加学

习、考试权利的公然侵犯，它不仅直接

损及长发女生，而且是对自身暴力管理

的有力“推动”，学校俨然成了培育绵羊

学生的“驯兽师”，这与教育教学初衷完

全背道而驰。受害学生及其家长应该理

直气壮地对学校说“不”，有关部门不能

袖手旁观，取缔这样的歪规迫在眉睫，

铲除类似侵犯学生正当权益的温床更是

任重道远。

我想，这起悲剧的发生，通过媒体曝

光，当事学校和老师会“吃一堑、长一智”

的，但这种本该基本具备的“智”似乎也

“长”得太没见识了，且长得代价太大了

吧！损坏了学校声誉，加剧了师生间的

对抗情绪，树立了自身暴力形象，而从管

死头发所延伸的对学生一系列违规行为

看，与保证学生正常受教育和素质提升，

只能是有害无益，这样的政治账、经济

账，恐怕学校的领导在严格管死学生头

发时未曾想得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