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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9月 25日，《河南省奖励和保
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草案）》提
请审议，通过立法给见义勇为者

“撑腰”。条例（草案）提出，对于
事迹特别突出、有重大影响的见
义勇为行为人，将给予 20 万元以
上奖励。

目前全国已有20余个省份出
台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的地
方性法规。虽然奖励金额或多或
少，甚至重视程度也各有所异，但
无可争辩的是，各地都把奖励和
保障见义勇为当作了自身扬善责
任，试图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奖

励保护好人，让见义勇为者没有
后顾之忧。

扶，还是不扶，曾经是一个问
题。有统计数据显示，近 3年来，
共发生见义勇为被诬陷讹诈事件
103 起，其中 87 起对见义勇为救
人行为存在争议。在这87起争议
事件中，最终证实救人者被诬陷
的占比达 74.7%，还有 23%的事件
尚未明确真相，仅 2.3%的事件最
终证实救人者就是肇事者。

基于此，民法总则新增了“因
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
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的“好人条款”。但这也仅能
保障好人不因救助他人惹上麻

烦，真正要鼓励更多人见义勇为，
还需要有明确的物质奖励。

或许有人认为，给见义勇为
定价是对善举的贬低，甚至会让
好人变味。但在现实世界中，人
性和经济规律必须正视。倘若见
义勇为需要付出的成本很大，可
能得到的奖励与保障却微不足
道，就会让很多人在助人时顾虑
重重。

要保护好人，同时激励更多
好人涌现，见义勇为奖金就不妨
定得高些。河南省的见义勇为奖
金，对比之前公布的征求意见稿
已经整整提高了一倍，从 10 万元
增加到20万元。相比很多地方最

高奖励仅仅5万元，或者根本没有
规定具体数字，似乎已经够高
了。但在今天，这个数字审定提
高的空间依然很大。比如在广
州，见义勇为牺牲者奖金是100万
元，丧失劳动能力最高也是100万
元。

虽然见义勇为的行为本身无
价，好人的生命健康更加无价，但
是对于保障在见义勇为之后，好
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这样明确的

“定价”非常必要。高额的物质奖
励，不是要“购买”见义勇为，而是
一种保障和兜底，一种表彰和引
导。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A09版）

见义勇为的奖金就要定得高一些
高额的物质奖励，不是要“购买”见义勇为，而是一种保障和兜底，一种表彰和引导。

近日，一名肺栓塞患者经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全力抢救，捡回
一条命。施救过程中，医生将患
者的衣服剪坏扔进垃圾桶。患者
家属说，衣服口袋里有500元现
金等钱物，要求医院赔偿。在警
察的见证下，双方达成了赔偿
1000 元的协议。很多网民认为
这是农夫和蛇的故事：我把你的
命都救回来了，你还咋好意思要
赔偿？

@王志安：医生在抢救病人
时剪掉衣服是出于急救的需要，
由此造成的损失显然不该由医生
和医院承担。但剪坏的衣物在物
权上依然属于患者，医院有保管
责任。医院因为随手丢掉造成患
者的财物丢失，显然有赔偿义
务。我不赞成某些人的逻辑，命
都给你救回来了，你还要求啥？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医院和
医生就会成为不能批评的群体。
更好的服务、患者隐私、医院的管
理，病患之间的沟通就都成了不
可问、不可要求的东西了。尽管
医生在服务过程中给患者带来莫
大的利益，但患者的需求是多方
面的，他们的合理诉求也应该被
尊重，并不应该被“我救了你的
命”压得干干净净。

@刘远举：现代社会中，各
行各业都是社会大分工的不同岗
位，都是尽自己的职，拿自己的
钱，吃自己的饭，不必感恩于任何
一个人。现代社会就是把职业赋
予的施恩抽离出来，变成一种职
业要求。任何职业都要克制因职
业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利益产生的
施恩心理，不要用施恩与感恩去
解释行业关系。

别用施恩与感恩
来解释医患关系

■观点

门脸低调，隐身市区犄角旮旯；别有
洞天，店内装修富丽堂皇；看似高档，推销
的产品成本不足标价一成；VIP预约，只
对旅行团开放；激情四射，神秘隔间内“讲
师”洗脑游客……

十一黄金周临近，记者赴张家界各旅
游景区调查，起底一些旅游购物店内的天
价旅游商品猫腻：专宰旅行团，预约制不
接待本地人和散客；专设“洗脑房”，销售
员变身“讲师”“大师”；专卖“高档货”，成
本却不足标价一成。

新华社发

旅游谨防“洗脑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