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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

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中成药通用名
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根据
技术指导原则，中成药命名不
应采用“强力、速效、御制、秘
制”等夸大、自诩、不切实际的
用语。根据技术指导原则，存
在明显夸大疗效、有低俗用语
和迷信色彩以及处方相同而
药品名称不同，药品名称相同
或相似而处方不同等问题的
中成药名称必须改名。

所谓中成药，即以中草药
为原料，经制剂加工制成各种
不同剂型的中药制品。而所
谓“强力”“速效”等明显夸大
的宣传，乃至“御制”“秘制”等

完全不知所云、满含神秘色彩
的称谓，就像是 100 多年前有
一类人宣称自己“刀枪不入”
一样，在碰到真刀真枪之前，
是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的。
而这种神秘主义叙事，具有迷
惑性，却又最怕接受实践检
验，往往个体有效性的崩塌，
就能给整个话语系统的合法
性带来重创。去掉玄之又玄
的用语，还原药品本身的质
地，实在是正本清源之举。

不妨深究的是，中成药大
量神秘主义叙事之所以出现，
是 否 也 因 为 有 大 量 患 者 买
账？这就构成了今天诡异的
现象：一方面全民对中成药安
全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却对药
品“包治百病”“枯木逢春”的

宣传网开一面。试想，一种宣
称“秘制”乃至不良反应“尚不
明确”的中成药，是否敢吃得
津津有味？关涉健康乃至性
命的药品何以就高枕无忧？
这恐怕与民众对本民族文化
的天然仰视与对生命无常的
本能恐惧有关。既然是“传承
数千年”的“老祖宗的智慧”，
想必是有效的；既然有人说医
学是“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
是安慰”，那么为了健康也不
得不百般尝试了……

盲从与恐惧叠加，也就造
成了各类“秘方”“御用”“奇
效”“甘露”的口号漫天飞舞。
这不仅是一些中成药的问题，
也是不少打着中医旗号的医
药界乱象的通病。让诺贝尔

医学奖都相形见绌的神奇产
品不断涌现，五彩斑斓、夸张
魔幻的广告随处可见，在各大
电视台转战赶场却又查无此
人的“老中医”层出不穷……
尤其是当有些人拿文化语境
搅起了浑水，用似是而非的文
化说辞为这类现象站台。以
至于现在网上有多少中西医
的交锋，其实早已脱离医学范
畴，变成了对各自文化认同的
捍卫。一方贴出英文，一方附
上古训；一方展示数据，一方
拿出案例。忽视细致谨慎的
科学研究，动辄立场优先，无
论中医西医，对于医学来说，
都是不科学的态度。

无论如何，从中成药开
始，一系列医学领域的相关产

品及治疗手段，都该摆脱神秘
主义叙事，走向可以用常识
体认、可以用科学检测的现
代医学的道路，这也是中成
药乃至中医繁荣发展唯一的
道路。尤其是不能动辄祭出
神秘主义乃至狭隘民族主义
的大旗，否则最终戕害的，正
是不少人心心念念的“老祖
宗的智慧”。

能否认识医学的有限性，
承认人体的复杂性，用现代的
眼光检视文化遗产，从个体说
这关乎性命；从医学说这关系
中医能否发展壮大；从文化看
这也关系着现代国民心态、辩
证历史认知、科学人文素养能
否正常的涵养。这就需从让
中成药变不成仙丹做起。

中成药要摆脱神秘主义叙事

从中成药开
始，一系列医学
领域的相关产品
及治疗手段，都
该摆脱神秘主义
叙事，走向可以
用常识体认、可
以用科学检测的
现 代 医 学 的 道
路，这也是中成
药乃至中医繁荣
发 展 唯 一 的 道
路。

撞死女童、找人顶包、交警包庇，
凭什么“免于起诉”？

去年，陕西省靖边县
纪委干部室主任杨军开车
碾死女童，车祸视频曾在
网上广泛传播。但杨军第
一时间找到表叔顶包，并
和身为交警的发小高建华
一块策划了这起徇私枉法
事件。

事件曾造成极其恶劣
的社会影响，而如今此案有
了法律结果：杨军因取得被
害人家属的“谅解”，有自首
情节，去年 9 月当地检察院
决定“不起诉”。今年 8月，
绥德县法院判决交警高建
华犯徇私枉法罪，但“免予

刑事处罚”。
这么一件轰动全国、赤

裸裸以权弄法的大案，最终
以两名涉事官员不用坐牢、
不用开除公职处理（公务员

“免予刑事处罚”，可以不开
除公职），这样的司法处理
依据在哪里呢？

按刑诉法的规定，不起
诉的前提是“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
罪”。之所以设置“不起诉”
制度，就是为了体现罪责相
当、实事求是、宽严相济的
法治精神，也是为了避免浪
费司法资源。

一些行为虽然形式上
满足了相关罪名的构成要
件，但是从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和主观的意图来说，并不
构成犯罪应有的“应受刑事
惩罚性”。比如说，亲友之
间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虽
然形式上满足盗窃罪的构
成要件，但数额相当小，“情
节显著轻微”，没必要通过
刑事司法程序去追究。

不起诉的前提是“情节
显著轻微”，不是一般的轻
微，而是“显著轻微”。本案
中，杨军作为党的纪检干
部，撞死女童之后“浑然不
觉”，逃离现场；相关碾压视
频在网络上疯狂传播之后，
情知东窗事发，却在第一时
间，处心积虑找人顶包，并
找自己的发小、交警高建华
搞权力勾兑，妄图玩弄法
律，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
响 ，严 重 损 害 了 国 家 公
信。

本案中，从头到尾哪
里谈得上“显著轻微”“危
害不大”？当地检察机关
对这样的肇事者适用“不
起 诉 ”，是 基 于 怎 样 的 考

量？能不能向公众坦诚地
披露，以消释公众对此案
的巨大质疑？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致一人死亡或三人
重伤，负全责或者主责的，
就应该追究“交通肇事罪”
的刑事责任。从司法实践
来说，在前述情况之下，即
使交通肇事司机认错态度
较好，主动积极赔偿，取得
谅解，顶多争取到缓刑处
理，而本案中的纪委干部杨
军撞死女童、离开、找人顶
包、徇私舞弊，造成极其恶
劣的社会影响，焉能做“不
起诉”处理？

▶涉事干部“情节显著轻微”难以服众

再说说对交警高建华
的徇私枉法罪，法院也作出

“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
按法律规定，对于“犯罪情
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的”可以适用“免于刑事处
罚”。

在本案中，交警高建华
从一开始就知道，肇事司机
是杨军，一开始就知道并参
与了杨军找人顶包的整个
过程，主观恶性极大。高建
华仅仅以杨军是自己“发
小”，作为纪检干部“身份特
殊”，就把国法当成人情出

卖了。
事件败露之后，该案已

在全国范围对国家司法公
信造成严重伤害。高建华
徇私枉法的主观恶性、社会
危害摆在那里，“犯罪情节
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体
现在哪里？

天理、民心和国法，本
案从哪个角度说，可以“从
轻”处理？

涉事纪委干部撞死人、
顶包、玩弄法律，闹得乌烟
瘴气，居然可以通过赔偿

“取得谅解”而不被起诉，这

给人的印象就是——只要
有权、有钱，就可以无视法
律了。

一个纪委干部撞人顶
包，一个交警则徇私枉法；
一个不起诉，一个免于刑
罚，那法律严肃性又体现在
哪里？这是不是开了“恶
例”？从严治党、依法治国，
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件中
看到公平和正义，又体现在
哪里？

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对
这些问题，都能有个明晰的
交代。

▶涉事交警“免予刑事处罚”也不恰当

不起诉的前提是“情节显著轻微”，不是一般的轻微，而是“显著轻微”。
而本案中的纪委干部杨军撞死女童、离开、找人顶包、徇私舞弊，造成极其恶
劣的社会影响，哪里看出“显著轻微”了？

□刘效仁

11 月 28 日晚，国家食药
监总局发布了对新疆西牧乳
业的检查情况，通报其总共
12类问题。其中包括在婴幼
儿配方奶粉中，添加过期的
营养强化剂维生素复合包、
花生四烯酸（ARA）和二十二
碳六烯酸（DHA），受影响婴
幼儿奶粉数量至少有 1.8 万
罐。还存在精炼玉米油、大
豆油代替配方中的精炼葡萄
籽油，白砂糖改为乳糖，涉嫌
生产记录造假等问题。

“三聚氰胺事件”至今已
近十年，消费者依旧未能重
新点燃起对国产品牌的热

情。进口乳品大举占领中国
市场，国外背奶、海淘代购火
爆多年。

当此时，中国乳企自当
痛定思痛，提升产品质量，重
建社会公信——这也是实现
自救的唯一出路。可近些年
来，国产奶粉的问题依然被
屡屡曝光，负面新闻不断。

而此次西牧乳业被曝出
的问题，包括添加过期的营
养强化剂、配方管理混乱、生
产记录造假等都是低级的常
识性错误。西牧可以说是

“明知故犯”——为了降低成
本，就罔顾消费者的健康安
全，罔顾国家的法律权威。
这无疑是给逆水行舟的国内

乳业雪上加霜。
国产奶粉的症结无关技

术，生产与存储早就十分成
熟；也无关市场，中国的婴幼
儿乳粉消费市场可谓空前。
最根本的只在于个别乳企缺
乏基本的质量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缺乏对消费者权益的
尊重和对国家法律的敬畏。

西牧乳业的行为，显然
已经涉嫌违反了我国食品安
全法的相关规定。对此，理
当依法作出包括召回产品、
经 济 赔 偿 、停 业 停 产 等 处
罚。若涉嫌刑事犯罪，还当
交由司法机关专项调查。决
不能以通报代替处罚，乃至
不了了之。

1.8万罐奶粉添加过期原料，
这家乳企太猖狂！

为了降低成本，就罔顾消费者的健康安全，罔顾国家的法律权威。西牧乳
业无疑是给逆水行舟的国内乳业雪上加霜。

10分钟手机定位找人，60元获得一个人的银行信息……自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指定
辽宁管辖的跨25省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列案开槌以来，一些身份为协勤员、银行职员等
的“内鬼”依靠职务便利并利用监管漏洞，盗卖公民个人信息大肆敛财的事实浮出水面。目
前，有10余起案件开庭审理，个别被告已被定罪量刑。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多由“内鬼”盗取信息后多层级贩卖，形成
隐蔽性很强的黑色交易平台，亟须多管齐下，搭建有效的防范及治理体系。 新华社发

“内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