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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套房院长”吞噬的是病人膏血

评

□金陵晚报评论员 于峰

金陵晚报近日报道， 位于雨

花台区小行某企业内的明代名将

顾兴祖墓神道石刻， 由于无人管

理，长期和建筑垃圾混放在一起，

保护状况堪忧。 雨花台区文化局

随之作出情况说明， 将加强管理

和巡查。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文物大

市。 据市文广新局提供的数据，目

前被定为市级以上级别的文物保

护单位，已超过了500处，包括此次

报道的顾兴祖墓。 而其他区级文

保和不可移动文物， 更是多达数

千处。

数量庞大的不可移动文物，

究竟该怎么管理、怎么保护。 文物

部门的专业人士、 文广新局聘请

的文保志愿者以及很多具有文保

意识的普通市民， 他们的眼睛都

“盯”着身边的文物，一旦发现问

题立刻反馈到主管部门。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在这些

文物中， 也有相当一部分长期

“养在深闺”，外人无缘得见。 在

一些并不对外开放的学校、机

关、企业里，有一大批不可移动

文物，这些古建筑、石刻、墓葬保

护得如何，有没有被损坏，只有

本单位的人心中有数，外面的人

无从了解。 和垃圾混杂在一起

的顾兴祖墓神道石刻， 就位于

小行一不对外开放的企业里，笔

者曾多次试图入内寻访，均被拒

之门外。

如何对待“养在深闺” 的文

物， 首先得依靠文物所处单位自

觉的文物保护意识， 各单位对自

家使用、 管理的文物不能漠不关

心，不闻不问。 其次，文物保管单

位应该主动和文物部门携手建立

透明的文物监管机制， 定时接受

巡查， 并将文物现状及时向社会

发布； 最后，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

下，这些工厂、企业、机关应该尝

试定期向公众打开大门， 欢迎市

民到自家来了解文物的历史和保

护现状。

南京市府大院都已定期向社

会开放，欢迎市民参观“国保”民

国建筑“考试院 ”旧址 ，收到良

好社会效果。 其他拥

有文物资源的单位，

又有什么理由不让人

参观， 也不接受社会

监督呢？

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

说，今年以来，检察机关查办了一批

重大典型案件， 如云南省第一人民

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一案。 2005

年至2014年，王天朝利用职务之便，

受贿共计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

价值人民币8000余万元的房产100

套、停车位100个。

就在很多人为了能拥有一套房

而辛苦打拼的时候， 一个医院院长

竟然受贿了100套房，这真让人目瞪

口呆。 在此，不得不追问：一个医院

院长何以能贪腐到这种程度？

此案揭开了医院这一特殊领域

腐败的脓疮。 王天朝主要利用三种

渠道收受贿赂，其一，通过医院基础

工程建设。 其二， 通过医疗设备采

购。 其三， 则是通过医生岗位调整

等。 如果对过往新闻留意， 这样的

受贿路径在很多医院都曾相似地

发生着。 院长用权揽财，而送钱者

自然会把这笔成本转嫁到患者头

上。 他们互相勾结得利，埋单的就

是广大患者。

看了王天朝的惊人贪腐“成绩

单”， 就会明白有这样的蛀虫存在，

看病岂能不贵？在以药养医的背后，

还潜藏的是以药养“贪”。“100套房

院长” 所导致的是对患者的敲骨吸

髓。这也说明，医改和反腐应该结合

起来，对权力进行约束。惟愿反腐和

改革都能更加深化， 早日消除这种

蛀虫的生存土壤。 公孙好

以前总是听到一些老人

抱怨：领退休金要验明正身。

当时听不懂， 如今这事情临

到我身上了， 才知道其真实

的含义。

这个月我去银行拿退休

金，结果银行卡上没有钱，就打

电话询问单位， 单位回答要问

社保处。

我跑到水西门社保处，答

复是：要年审！ 我说只听说过

汽车要年审， 怎么人还要年

审。 旁边一个咨询社保的人补

充道， 这叫验明正身。 我说：

“我大活人都来了，户口簿、身

份证、医保卡都带来了，可直

接年审。 ” 对方回复说：“你要

回社区年审， 到那里登记一

下。 ”

无奈， 只能折回社区去登

记，然后又来到社保处。 结果

对方告诉我， 这个月拿不了，

等下月。

这一趟累得够呛，后来才

知道， 每年4-6月份老人们都

要年审，要验明正身。 可现在

都是互联网时代，单位信息可

以实现互通了，为什么还要让

自己去证明自己是死是活？ 如

果怕有家庭隐瞒老人死讯，完

全可以通过与公安联网，并建

立追缴和惩罚机制避免。 少让

百姓跑腿， 有关部门应多付

出，这也是为民服务啊。

南京 孟兆祥

谈

老人拿点退休金

真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