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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新 闻 名 专 栏

审思明辨⊙⊙

吴山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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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对老百姓的感情管好路边摊带着对老百姓的感情管好路边摊
小商贩就是我们城市经济里多姿多彩的马赛克，不仅让群众的生活便利，更让城市充满了活力。正

是车水马龙中的一杯热豆浆、街头转角的一束玫瑰花，赋予了城市人情味和生活气息。

新规虽好，也要
警惕手机厂商钻空
子。工信部在定下规
矩之后，更要严格监
管，建立恶意应用软
件黑名单，让恶意应
用软件失去藏身之
地。

﹃
软件可卸载

﹄
还消费者一个清静

湖畔漫谈⊙⊙

宗庆后节俭本色为何备受尊崇
宗先生的“节俭”

美德不仅为中国富人
立下了榜样、为中国
社会立下了榜样，也
为广大党员干部立下
了榜样。

青橄榄⊙⊙⊙

及时雨

热点聚焦⊙⊙

公权力能否拆开医药代表的“信封”？
“应急反应”，能否真的会拆开医药代表的“信封”，并在今后杜绝之？

本报评论员 翟春阳

“宗庆后坐二等座，有没有认

错？”上周，有网友在高铁二等座车

厢偶遇中国前首富宗庆后的消息在

朋友圈刷屏，后经娃哈哈方面证实。

“宗庆后坐二等座”固然算得上

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但这事发生

在宗庆后这位“最节俭的中国首富”

身上，又确实难说是一件新闻——

宗先生不是历来如此吗？

身家亿万而生活简朴，宗先生

并非仅有的一例，今年 4 月间华为

创始人任正非独自拖着行李在机场

排队等出租车的事，当时也引起广

泛关注。当然相反的例子也很多，

有了一点钱就“得瑟”或者打肿脸充

胖子的事，屡见不鲜。有一种通常

的说法是，某些顶级富豪之所以能

够做到生活简朴，是因为他们已不

需要通过炫富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与

地位。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即

以宗先生为例，他的节俭非自成为“中国首富”

始，而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何曾因为财富的变

化而有所改变？

如果要拿一位古人来比拟宗先生的节俭，

我想举司马光。司马光也是这么一位能够终生

保持节俭本色的人。司马光教导他的儿子崇尚

节俭，写了一篇文章叫《训俭示康》，开头就说到

他自己：“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平生衣取

蔽寒，食取充腹。”“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

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贫

寒时的司马光“节俭”，富贵时的司马光依然“节

俭”，这一点与宗庆后先生何其一致。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宗庆后先生与司马光

的节俭，那就是“本色”。“唯大英雄能本色”，反

过来也说得通：“唯本色者能英雄。”司马光说：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保持“节俭”的本色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于发达富贵起来的

人来说尤其不容易。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还提到了《左

传》中的一句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

也。”并对这句话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夫俭则

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

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侈则多

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

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

必盗。”节俭还是奢侈，不仅仅是一个人对待财

富的态度，有时还关系着其人生的走向。检点

无数贪腐案例，一些官员之所以走向犯罪的深

渊，不正是由于做不到克俭自守，染上奢侈的

恶德所致吗？

有必要一提的是，宗庆后不仅是中国的前

首富，娃哈哈董事长，他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

份：党员。那么由此而言，宗先生的“节俭”美德

不仅为中国富人立下了榜样、为中国社会立下

了榜样，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立下了榜样。习近

平在同志《之江新语》中指出：“风成于上，俗形

于下。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

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

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

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

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崇尚节俭

不仅是保持“艰苦奋斗”这一政治本色的必然要

求，更是重塑民风、引导全社会追求健康生活的

必然要求。

本报评论员 郑莉娜

近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明

确，将“三小”的行政许可改为登记管理，

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这体现了浙江在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方面的创

新。加强市场监管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

得健康，是政府“必须为”的责任，同时对

事关群众生计的小买卖加强服务和引导，

支持和帮助他们合规合法经营，则体现了

制度的温情。

管理过软会导致漏洞产生，而简单

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也不可取。上个

月，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召开的深化“放管

服”改革座谈会上提到了两家小食店，分

别是开在上海弄堂里的“梦花街19号馄饨

店”和“阿大葱油饼店”。这两家曾经被媒

体和食客“点赞”的小食店，因为经营地点

为居住房屋而无法办理证照被先后关停，

引发舆论热议。总理说，这两家小食店可

能确实存在证照等问题，但我们基层政府

部门也应更多从百姓角度考虑一下，尽量

寻求更多人的“共赢”，监管也不一定是冷

漠的，要多带一点对老百姓的感情。

小微食品生产经营从业门槛低，在场

地、设施、技术、人员等方面都难以达到行

政许可要求。这样一来，不少经营户没有

报批，游离在监管制度外，存在食品安全

隐患。浙江这次出台的《规定》就有效破

解了上述难题，《规定》明确：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对“三小一摊”进行登记，对食

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发放登记

证，对食品摊贩发放登记卡。实施登记，

发放登记证、登记卡，不得收取费用，这样

对小商贩经营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无疑将

激发小商贩们创业创新的意愿和热情。

当然，取消行政许可改为登记管理并

非放松监管，放任小商贩“野蛮生长”，而

是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商贩们戴

上“紧箍咒”，以此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比如，《规定》明确要建立健全

“三小一摊”信用管理制度，实施监督抽查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等，并在法律

责任方面，制定了清楚的处罚措施。一方

面，创新监管方式让监管更到位更立体，

另一方面，政府以主动服务的精神破除了

对“三小一摊”不合理的束缚，因势利导地

激发了市场活力。政府提升管理水平就

是需要这样的放管结合，“有所为有所不

为”。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古已有之。《清

明上河图》上北宋当时市井商业繁荣的盛

况，正是通过各色小商贩来呈现的。日本

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有一种观点：“只有一

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城市，是难以创造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一些不入流的经济形式，

却是多姿多彩的经济马赛克。”小商贩就

是我们城市经济里多姿多彩的马赛克，不

仅让群众的生活便利，更让城市充满了活

力。正是车水马龙中的一杯热豆浆、街头

转角的一束玫瑰花，赋予了城市人情味和

生活气息。在公共管理中，我们也期待有

越来越多民生情怀，留住我们城市的温

度，期待有更大的放、更好的管、更优的

服，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本报评论员 王俊勇

很多人的手机里，都有一大

堆预装软件，想卸载却不行。这

种情形很快就将得到改变了。工

信部近日出台新规，从明年7月1

日起，除基本功能软件之外的手

机预装软件，必须可卸载。

这一规定来得十分及时。上

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曾经

做过比较试验，多款知名手机均

安装了不可卸载的预装软件，数

量普遍在 40 个以上。说起手机

里的预装软件，可能许多人都窝

着一肚子气。这些软件挤占了手

机内存空间，手机刚买回来，储存

空间已大大缩水。有的预装软件

还偷偷消耗流量甚至暗中扣取用

户的话费。

手机预装软件不可卸载，是

不折不扣的“霸王条款”。消费者

购买智能手机后，安装哪些软件

是消费者的自由，消费者完全有

权利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安装

或不安装。但在现有市场格局下，消费者难

以卸载预装软件，并且由于内存限制，消费者

即使不喜欢某款预装软件，也不大可能再安

装同一功能的软件，否则很容易出现运行迟

钝的情况。要是消费者为了卸载预装软件而

刷机，还得承担影响手机性能、无法得到维修

服务等风险。

预装软件过多过滥，已经成了消费者购买

智能手机时的一块心病。显然，单靠市场的力

量，无法促使手机厂商允许预装软件可卸载。

现在，工信部出台《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

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解决了消费者的一

个大问题。这一新规要求手机厂商明确列出

预装软件的名称、功能描述、卸载方法、开发者

信息、软件安装及运行所需权限等，明确告知

用户应用软件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内

容、目的、方式和范围等。这一规定是把知情

权和选择权还给了消费者，安装哪些软件，消

费者说了算，实现了“我的手机我做主”。

不过，新规虽好，也要警惕手机厂商钻空

子。新规规定，手机中预置的实现同一功能

的基本功能软件，至多有一个可设置为不可

卸载。手机厂商会不会将软件改头换面，把

同一功能的软件附加上几个小功能，然后分

拆成多个软件，这样就可以合规地不可卸

载？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期待，工

信部在定下规矩之后，更要严格监管，建立恶

意应用软件黑名单，让恶意应用软件失去藏

身之地。同时，还应斩断恶意应用软件研发

者与手机厂商的利益关系，真正实现手机预

装软件的自由卸载。

新规正式实施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也

期待，手机厂商能够真正尊重消费者的利益，

不要拖到新规实施的那一天再改变，而是尽

快拿出实际行动来，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

愿安装软件，还消费者一个清静。

针对温州 20
年住房土地使用
权到期问题，国土
资源部 23 日正式
发布过渡性安排
办法，温州等地少
数住房土地使用
权到期后“两不一
正常”：不需要提
出续期申请、不收
取费用、正常办理
交易和登记手续。

本报首席评论员 徐迅雷

你说，你大喊一声“医药代表你给我

站住”，会有用吗？显然没用，医药代表

仍然跑得快、钻得深。

央视记者花了大工夫，历时 8 个多

月，调查了上海、湖南两地6家大型医院，

才揭开了医药代表和医生进行交易的秘

密。其中对上海市 4 家医院的近百名医

药代表进行了跟踪调查，有一家年门诊

量超过 400 万人次的知名医院，几乎每天

都有上百个医药代表，他们进入诊室后，

几乎都做了同一件事——送信封给医

生；有的则在医生的电脑上查询用药情

况——这个叫“统方”，就是统计核算每

个医生每个月的用药量，然后就可以“送

信封”，谁都知道，信封里头装着的是“孔

方 兄 ”。 有 的 医 生 ，3 分 钟 收 4 次“ 信

封”——“份子钱”；有的药品，医生拿的

回扣占药价30%-40%⋯⋯

面对央视的大力度曝光，国家卫计

委赶紧向上海、湖南两地派督查工作组，

表示要严查，要深入治理“不正之风”。

可是，公权力这样的“应急反应”，能否真

的会拆开医药代表的“信封”，并在今后

杜绝之？网友曰：“司空见惯，医界常

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捉襟见肘，手

忙脚乱；装个样子，风头过了还照旧。”

通过医药代表吃药品回扣，这个情

况持续了十几年、几十年，属于积重难返

的问题。这个跟挂专家号的“号贩子”几

乎一个样，日积月累“积重”之后难以治

理。“号贩子”是看病领域里的“中介”，医

药代表则是卖药领域里的“中介”，两者

本质是一样的。去年“号贩子”事件一度

引起了轩然大波，到今年问一声解决了

吗？很显然，只是大家忘记了而不是事

情解决了。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到了明

年这时候，医药代表的事儿也是大家忘

记了而不是事情解决了。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运转螺旋”：医

生正常的收入外，要暗中“吃回扣”；与医

院本质上没有关系、不需要高知储备的

“号贩子”和“药贩子”，能从中赚走一大

块“利润”活得风生水起；看病就医的百

姓，依然在“看病贵”“看病难”当中叹息。

这样的运转机制、运行体制，是什么

造成的呢？它可是“医改”所能改的吗？

没有人能回答，更甭提治本解决了。

央视在报道中讲到，药品回扣这一顽

疾，问题表现在流通领域的“药”，其根源在

“医”。根源真的在“医”吗？恐怕那也只是

“表现”而非“根源”。比如“部分药品的中

标价与市场价相比高得离谱”，有些药品在

上海的中标价，是市场批发价的5倍左右，

最高的超过了 10 倍。药品是省级职能部

门集中招标的，与医院没什么关系。产药

卖药的单位，很清楚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才

能让自己的药品进入被采购的名单目录。

什么时候招标采购机制改革了，再来说“根

源在医”也不迟。

药价虚高，药品多开，不仅让政府的

医保资金不堪重负，更是让患者沉浸在

“过度治疗”“过度用药”中无法自拔。我

国医疗总费用中，“药重医轻”——门诊

药费占 48.3%、住院药费占 36.9%；而在英

美等发达国家，药费占比仅为 10%左右。

“医价不够，药价来凑”，这就叫本末倒

置；倒置出来的两大结果，就是“药贩子”

满天飞、“号贩子”爽歪歪。

有的地方，医院科室门前明确挂着

“杜绝医药代表入内”的牌子，挂牌显然

是挡不住的，让几名被曝光的医生暂时

“停职”，也是挡不住的。那么，法律领域

能出招来“杜绝医药代表入内”吗？试

想，如果医生这头吃医药代表的回扣是

受贿，那么，医药代表不就是涉嫌行贿之

罪吗？当一般的公权力无法“拆开”医药

代表的“信封”之时，那么司法权力该有

何为？

漫画 王启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