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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杀医事件将温岭市卫生局副局
长俞妙祥推到了风口浪尖，从各地
赶来的媒体记者寄望从温岭这个
案例上找到医患关系的症结，甚至
找到医改的出路。这让俞妙祥颇感
为难，“我不过是一个县级市的卫生
局副局长，面对医改这么一个如此
宏大的全国性难题，我给
不了答案。”

但这并不妨碍他结合
基层的经验，谈谈自己的
思考，向上传递一些“来自
基层的声音”。

新民周刊! 温岭市目

前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有几

条路径!

俞妙祥!有三条———第
一条是医院与患者自行协
商调解；第二条是通过医疗
纠纷调解委员会第三方调
解；第三条是申请医疗事故
鉴定，如果都不行，还可以
选择司法诉讼途径。目前，
我们主要依靠的还是第三
方调解，因为人民群众对第
三方调解信任度比较高。

新民周刊! 今年前三

季度调解成功 !"起纠纷"

有多少比例是医院赔钱!

俞妙祥!基本上都是
医院赔钱。平均每起赔偿 !"#$

万元。
新民周刊! 确实都是医院有过

错吗!

俞妙祥!调解不是裁定，只需
要双方认定即可，是非难定，可以
这么说。

新民周刊! 是否存在医院认为

自己并没有过错" 但不得不赔钱息

事宁人的情况!

俞妙祥!有！医院意见很大，但在
目前的舆论形势与社会压力下，医院
也迫于无奈。

新民周刊!#$%#年闹得比较厉

害的医疗纠纷"也就是俗称的医闹"

有几起!

俞妙祥!$起。有的在医院摆灵
堂、打横幅、停尸。

新民周刊!如何处置!

俞妙祥! 我们只能努
力劝他们走上述三条解决
路径。

新民周刊! 但患者就

是不走这三条路径" 比如

连恩青这样" 医院已经竭

尽所能" 但哪一个医生讲

的他都不信"怎么办!

俞妙祥!我们真的没办
法。希望国家层面制定一个
措施。比如把《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上升到《医疗事故
处理法》，给纠纷处理提供
法律依据。

新民周刊!伤医事件国

内发生了多起"为何此次医

生群体如此愤怒!

俞妙祥! 如此残忍杀
害医护人员已经触动了全
体医护人员底线的底线，
医护人员挨骂挨打的经历
都不少，现在演变到在工

作岗位上被无辜杀害，是不是已经
触动底线的底线？

新民周刊!如何治本!

俞妙祥!医患矛盾是一个很复
杂的问题。要解决，首先公立医院
要回归公益性。不能把医院简单推
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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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查出曹操家族的 &'("对于考

古和历史研究都是很大的突破% 如

果这样的方法能够推广" 一些历史

的疑团就可能解开"考古工作也能更

加便利%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能普及

历史知识% 对于曹操这样的历史名

人"公众还是很感兴趣的"&'(一下

子把古人拉到现实中来"看看自己和

古人是不是一家"不仅有趣"还能增

加自豪感和归属感%

但说来说去"这应该是个学术范

围内的事件%只是习惯了&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人们"喜欢把学术事件

变现"让它成为&经济增长点(% 亳州

早在上世纪 !$年代就发现了曹氏家

族墓"曹操早已经成为亳州的城市名

片%这次又得课题组帮助"证实了墓

中出土的两枚牙齿属于曹操的叔祖

父曹鼎%借东风搞建设"发展历史文

化旅游"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对于曹操" 亳州市政府以前表

现得还比较淡定" 曾经有负责人表

示"老子'庄子'华佗'张良乃至花木

兰都是亳州人"犯不着像别的城市一

样急于搞历史名人旅游%但从这次的

表现看"这种淡定似乎消失了% 这也

情有可原"这毕竟是先进技术的第一

次运用'第一次确认"也是对亳州人

长期精心保护古墓的一种回报%

只是一有学术成果就大兴土木

这件事情"依旧会引起担忧%建立各

种故居'博物馆需要占地"大规模的

建设也需要资金来源% 如果只是一

个亳州" 还不能算是大问题% 问题

是"课题组下面还要一一考证孔子'

尧'舜'禹的身世% 中华文明灿烂悠

久"历史上的名人数不胜数"会不会

出现证实一个" 就有一个地方大兴

土木的现象! 会不会出现地方政府

拿着钱" 要求课题组优先考证当地

人物的现象! 有一些古墓和疑似古

墓"会不会被迫不及待地发掘!

这么一来" 怕是故居' 墓园成

堆"&'(卷带起强烈的 )&*渴望"

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出现劳民伤财%

所以"还真的不应该带这个头"

就算是带头也要慎重% 有钱一定要

先用到民生上去" 而不是一受刺激

就兴奋"忙着开建古人故居%匆忙上

马"急于求成"担的风险也太大% 现

在各种重复建设'半途而废的事情"

还真不少%

淡定"一定要保持淡定%不是给

亳州泼冷水"只是提个醒"但愿这都

是多虑% 法制晚报 )程赤兵$

! ! ! !人民日报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许正中日前接
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现实社会中，确实有
政府主导、推动的城镇化绑架房地产的现象。

在现有体制下，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大，不得
不搞土地财政，靠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为了偿
债，房地产成为“二财政”和“提款机”。根据官方
数据粗略估计，政府和银行 %&'% 年从房地产获
得收入 (#)'# 亿元，占全年房地产业销售额 *"(

万亿元的 #!+。
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准备进行“一房四吃”：“一吃”

土地出让金，“二吃”转让住房所得 %&+的个税，“三
吃”房地产税，“四吃”遗产税。新一轮体制改革，应该
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前提下理顺中央与地方的
财税关系，形成公共服务导向的“央”“地”关系。未
来各地政府将在另一个层面上展开竞争：比谁的市
场更开放，比谁的服务效率更高，比谁更加遵守
市场“游戏规则”，比谁城乡更加平等、和谐。

国考“一对一”辅导单日费用上万
考试日期渐近 浙江现天价培训班

! ! ! !南方都市报 离 %&'( 年国考
只剩近半个月，浙江各大培训机构
的课程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记者
调查了解到，市面上的国考培训班
花样百出，“高复模式重点班”、“**

天魔鬼集训营”等不断吸引着广大
考生们的眼球。更有甚者，一些培
训机构还推出了“一对一”辅导，单
日费用上万元。

华图推出多个培训班，其中
“**天魔鬼集训营”的培训课程长
达 **天 *晚，基础授课 '*天，题
海战术 %$天，实战模拟 '*天，考
前冲刺 *天 *晚，课程价格高达

(!$&&元。展鸿教育所设的公务员
培训班也较为丰富，如高复模式重
点班、考前冲刺培训班、在职精英
周末班、终极押题预测班等，其中
还有个特色“!,'”全程协议班实行
全封闭，费用高达 ')$&&元。

许多培训班都不限制人数，即
使有培训机构打着“小班化”的口
号，班级人数还是可以有 !&人左
右。这些培训班时间基本定为一
周，#天 *夜，费用在 %&&&-!&&&

元，适用于大部分考公群体。
记者了解到，人社部曾明确指

出，中组部、人社部、国家公务员局

从未指定任何单位和个人编写有
关公务员考试的教材，也不委托
任何单位和个人举办有关公务员
考试的培训班。浙江省公务员局
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他
们与这些培训机构并无合作关系，
培训机构开设“一对一”辅导班等
系私人行为。

55元养老金只够买几盒感冒药
专家建议政府成农民养老第一责任主体

! ! ! !中国青年报 “在城市，领取
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 $*"$+，而农
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 '$"#+，
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在
北京大学第八届中国老龄产业高
端论坛上，国务院参事马力透露。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
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
告诉记者，他近年调研发现，“随着
青壮年人口大批‘外流’、被占用耕
地越来越多，农村养老问题显得更
加紧迫。”

基本养老金不够用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

示：'))) 年中国 *& 岁及以上的老
人比例，超过了 '&+这条国际“红
线”；今年，这一数字将突破两亿大
关，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
“当前，农村老人的养老方式

主要有 .个：社会保险养老、家庭养
老和土地养老，有时也包括社会救
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研究员唐钧说，但是，以每月 !!

元为“起点”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
生活需求”。
丁智勇在调研中，已碰到了类

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
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
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
盒感冒药 '#"*元，每次要把感冒治

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
金基本就没了”。
今年 '&月，据中国人民大学老

年学研究所发布的调研报告，从
'))&年至今的 %&多年里，城市老
年人的在业率一直下降，现在保持
在 !+左右，但“有 ('"%+的农村老
人，仍要靠劳动收入养活自己”。中
国老年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
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说。

过半“空巢率”怎么办
在丁智勇的调研中，蔓延至农

村的“空巢危机”，似乎已经显现。调
研显示，截至 %&'&年年底，哈尔滨
市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为 '(%"*

万人，其中农业老年人口 *)"$ 万
人。农村老年人“空巢”“隔代空巢”

和“季节性空巢”的比例高于 !&+。
“农村青年追求自身价值，外出

打工，导致大量农村‘空巢化’。”丁
智勇在黑龙江尚志市河东朝鲜族乡
南兴村发现，原来 '!$&人的村子，
现在只剩下 '&&多位老人，成为名
副其实的“老人村”。在黑龙江方正
县某村，只剩下 .&多位老人在家留
守，“儿女们三五年也回不来一次。”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发布的

调研报告显示，约四成城乡老人自
认是家庭的负担。在丁智勇的调研
中，反映“需要时没有人照料”的农
村老人，占到 !%+。“大多数老人独
自呆在家里，有的看看电视、打打
牌，有的与邻居聊聊天，有的耳聋眼
花看不清电视，只能听听广播。”这
是丁智勇为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

活画的一张像，“他们相互照顾、自
娱自乐，有了大病才通知子女回家
看看。”

探索新型农村养老道路
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

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
“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
“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
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

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
一责任主体”。
记者了解到，近年我国已加大

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
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
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
制度。对一些“空巢”现象突出的农
村，“可以利用农村老年活动室或闲
置的校舍，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站’。”丁智勇说。
各地政府已经开始探索这种新

型农村养老道路。比如浙江金华市
金东区利用村庄闲置的场所，建设
起了“日间统一照料、夜间分散居
住”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湖北
恩施建立了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
动中心，进行“农村互助式养老”。
“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需要中

央和地方财政‘联起手来’，但这首
先取决于中央的蛋糕做得多大，
否则就是空想。我们适度普惠性
的福利，不应该忽视老年农民的共
享权利。”穆光宗说。

“一有学术成果就大兴土木”这种现象在各地并不罕见，人们担心———

古人DNA莫变成地方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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