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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记者拍摄的一段暗
访视频，揭开了服装行业的童
工黑链条——在江苏常熟，很
多服装厂都会通过中介从云南
等地购买童工。那些十几岁的
孩子被骗到工厂里没日没夜地
干活，只要不听话就会挨打；他
们不干到年底就拿不到工资，
只要想逃跑就会被扣押身份
证、银行卡和手机，甚至遭受暴
力……

这段视频激起了围观者的
愤怒与同情，很多人都在感慨：

“我们穿的每一件衣服都可能
沾着童工的血与泪”。也有不
少人呼吁政府部门解救这些童
工。这些被压榨的孩子确实值
得同情，相信有关部门也会对
涉嫌使用童工的工厂进行处
理。但是，童工问题可能真不
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表面上看，廉价童工在某

种程度上支撑了“中国服装之
都”的繁荣。服装加工行业的
利润很薄，需要用延长劳动时
间的方式拼产量，用降低用人
成本的方式赚利润。正是童工
的血与泪，换来了整个行业的
繁荣。事实上，不单单是常熟，
也不单单是服装行业，广东、福
建等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多
多少少存在童工问题。

无论从法律还是道德层面
来 讲 ，使 用 童 工 都 必 须 被 谴
责。但是，谴责之后呢？或许
卷入舆论风暴的工厂会被处以
罚款，童工会被送回老家，但很
多人可能都没有想过接下来的
故事——工厂很可能等风头一
过继续购买童工，那些被送回
老家的孩子要么只能重回贫穷
生活，要么会去别的工厂“再就
业”。

两年前，深圳一家电子厂

被曝非法使用童工后，那些来
自大凉山的孩子们拒绝被解
救，理由是：“这里每天都有米
饭和肉，回家只有土豆”。如果
围观者将姿态放低，或者去西
部贫困地区走一走就会知道，
每个童工身上都背负着城里人
很难理解的艰辛故事，他们中
的一些人早一点出来打工赚
钱，可能是相对务实的选择。

如果把视线拉长一点，童
工现象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了。在广大西部地区，很多农
村孩子都是初中没毕业就拿着
假身份证到了沿海地区打工，
早早地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赚
钱养家的责任。如今很多人觉
得童工现象触目惊心，大概是
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富
有，而很多贫苦孩子仍像十几
年前一样在“拿命换钱”。

这个世界上，一直都有很

多城里人无法想象的苦难。围
观者热衷于给出各种药方，比
如呼吁政府加强监管，呼吁加
大对西部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
力度，呼吁用政策保障贫困孩
子入学，可问题是，这些建议要
么只能管一时，要么短期内看
不到成效。或许正因为如此，
那些童工在受访时完全不信

“读书改变命运”那一套。
坦白地说，对于如何解决童

工问题，我也给不出多么高明的
意见。我只是隐约觉得，无论是
媒体、网友还是监管部门，都不
应该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
而且可以确定的是，有那么多孩
子被迫成为童工甚至“乐于”当
童工，一定说明我们的社会在某
些地方出了问题。至于问题该
如何妥善解决，对政府部门来说
是一种考验。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15版）

童工问题，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赞美：悬壶济世，医德高尚

@还是摊着舒服：医德，心善，
心安。

@入冬好冷啊：这种人该一辈
子好运。

@孔乙己GTR：悬壶济世，医德
高尚。

@赏文：医者仁心，中国好医
生。

质疑：应该表彰，但不宜宣扬

@鄢烈山：不收分文，他吃什
么？不要老是宣传极端的学不来的
所谓典型，不坑不蒙合理收费，特别

贫困者免收可矣！
@我陈醉：医疗可以表现为慈

善，医疗不能变成慈善。这样的典
型应该表彰，但不宜宣扬。

@未知集合：看病收费，天经地
义。他可能个人道德不错，但不能
推广到别人身上。

支持：社会正能量，应该提倡

@路人甲看遍天下新鲜娱乐
事：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宣传点社会正能量就有人出来质
疑，你们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
唯利是图吗？

@家是唯一的解答：在如今的

社会风气下，积极宣扬一些善举正
能量，有助于引发人心共鸣。积极
弘扬真善美，就能抵挡一些假恶丑
的滋生，我想这也是报道者的初衷。

观点：向医生付费是对他们的尊敬

@丿Angel 灬战丶旗：孔子的
弟子冉耕救人“受禄”，人们纷纷指
责他没有风度。冉耕于是去求教
孔子，孔子对他说，你收得好，你要
不收的话以后就没有人冒着危险
帮助别人了。现在的医生特别是
年轻医生，工资不高、负担不小；待
遇不高、风险不小。因此我以为媒
体不应过度宣传这种所谓的免费

精神。
@swaggy-苏苏：虽然值得敬

佩，但每个人的劳动都值得尊重并
且值得相应的回报。为什么医生老
师总要被扣上无私奉献、舍己为人
的标签呢？商品有它的价格，人也
有他的价值。努力的人值得拥有更
好的生活，不是吗？

@枫MSNZS：如果家底丰厚，
可以理解；如果生活拮据，还要这
样，就是傻子。不要被所谓的道德
所束缚。我愿意为我所享受到的医
疗服务付出费用，这也是我对他们
的尊敬。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医生治病不收钱应该被赞美吗？

□蔡馨逸

11 月 21 日，在第九届全球健康
促进大会上，中国与会领导人强调，
要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让他
们得到社会尊重和应有报酬。增进
人民健康福祉离不开医务人员的辛
勤劳动，要激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使其更好地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
务，就要为医务人员创造和谐安心

的工作环境，让其实现自身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

责任大、风险大、强度大，是近
年来一线医务人员的普遍感受。然
而，诊疗服务价格长期低于药品、耗
材、检查等价格，医务人员的劳动价
值无法充分体现。补偿机制不完善
也催生出大处方、大检查等“以药养
医”“以检查养医”等现象，损害了医
务人员的职业形象。

破除“以药养医”，让医务工作
者“劳有所值”，需要在医改中加快
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
制度，既使医务人员的收入“堂堂正
正”，更使医务工作者的价值得到应
有体现，并通过改革绩效考核机制、
增加劳务补贴等实现多劳多得，激
励其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管理部门
和医疗机构在这些方面仍有大量改
革创新工作需要落实。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
确，我国力争到 2030 年人人享有全
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人均
预期寿命达到 79 岁，主要健康指标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瞄准薄弱环节和矛盾全面
发力，让医改落到实处，才能激发医
疗卫生体系的活力，推进实现健康
中国的宏伟目标。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让医务人员得到社会尊重和应有报酬

@微言博议

摘要┃无
论从法律还是
道德层面来讲，
使用童工都必
须被谴责。但
是，谴责之后
呢？无论是媒
体、网友还是监
管部门，都不应
该把这个问题
看得太简单。

□汤嘉琛

据央视网报道，河北保定望都县东关社区84岁的医生申祥瑞，自36岁第一次给人针灸治病开始，始终坚持为病人义诊，不收分文。48年来，他义诊24
万多人次，步行6万多里，无偿舍药5万多份，送医上门4万多户次。他说他父亲曾说：“要说图财，以医致富，这样的事我不干。”然而，在网络上，赞美其医德
高尚的有之，但也有网友认为，老先生的行为不值得推广。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苏州金龙汽车 2015 年骗取
新能源汽车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 5.19 亿元，遭到 2.59 亿元
的罚款，这意味着苏州金龙
将一下“吐”出近8亿元。

国家对新能源汽车实
行财政补助，根本意图是为
了科技进步和环境保护，但
一些汽车制造企业为了捞

取巨额补助款，不惜违反法
律，大肆弄虚作假，把一个
好政策当作“唐僧肉”。如
今，谁都无法逃脱法律的惩
处。金龙汽车不但得将骗
吞的 5 亿多元财政补助款
全部吐出来，还得交纳 2亿
多元的罚款，真是尝到了

“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苦涩
滋味。 （吴之如 文/图）

“骗补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