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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山海

据 新 华 社 报 道 ，在 我 国
140 多家医药上市公司中，超
过 40 家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突破 30%，最高者达到
66%。这意味着一些厂家，每1
元收入中，超过 6 角用于了广
告投入。这种只在“下游”做文
章的行为，显然对我国医药企
业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

我国是个用药超级大国，
市场需求极大。只要厂商能做
到有效宣传，就很容易得到丰
厚的市场回报。

与此同时，我国没有建立
起完善的药事制度，人们在选
药时缺乏药学指导，社区医疗
还不到位，人们的医学知识相
对薄弱，广告对人们的诱导作
用相对更大，更容易催生选药
跟着广告走的现象。

问题还不止于此。我国对
医药广告的监管也存在相对薄
弱的问题。很多“神药”广告多
年来占据宣传媒介的显著位
置，要么夸大疗效，要么掩盖危
害，却不见下架。

加之以前“以药养医”政策
的实施，用药是医院重要的利
益来源，这自然也会大大提高
药品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让药企集中于药品销售，而无
心研发。

让企业抱着销售宣传心理
大获其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国对于药品效果的评估体系
并不完善，没有形成一个倒逼
药企改善产品的机制。一个药
品用在了患者身上，是不是真
的有效，缺乏细致的评估。如
果说明书上说有效率是 95%，
那就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以
95%的有效率，站立在销售一
端。只要不出现大面积的不良
反应，就很少会遭受怀疑。

与销售领域利益稳定、环
境安逸不同，搞研发创新，那完
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因为一个
新品种的推出，其背后可能是
几百个品种的失败，这是一个
巨大的前期投入。在今天推出
广告，明天就可能见到效益的
时候，几千万元乃至几十亿元
研发的投入，却可能在多年后
也见不到效果。

应该说，药企研发创新意
识不强，不全是企业的原因，扭
转目前仅靠宣传就能赚钱的药
企盈利模式，需要各方努力，甚
至整个大环境的改变。最终还
是要靠市场机制，让搞研发创
新的药企获得丰厚的回报。

（相关报道见昨日A8版）

重广告轻研发，不全是企业的原因

□罗争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4月25日对英雄烈
士保护法草案进行二审，草案
二审稿除了对相关条款进行
了修改完善外，还对近年来社
会上出现的个别人身着二战
时期日本军服拍照并通过网
络传播，宣扬、美化侵略战争
的行为作出了规定——构成
犯 罪 的 可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一直以来，此类所谓“精

日”分子备受公众鄙夷与斥
责，如今立法对此类行为进行
惩处，大快人心！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
缺乏英雄，亵渎英雄烈士、拿
民族伤痕开玩笑的民族败类
十分鲜见。然而，近年来，社
会上出现的所谓“精日”分子，
却屡屡挑战民族尊严底线，从
目前仍在网上发酵的“洁洁
良”事件，到今年年初两青年身
着侵华日军军装在南京紫金山
抗战遗址摆拍合影，再到去年4

名男子身着二战日军制服在上
海四行仓库门口拍照……这些
无知又无耻地宣扬、美化侵略
战争的行为，亵渎民族尊严、
刺痛公众感情，造成了极其恶
劣的社会影响。

这样的行径虽都被相关
部门及时惩处，却也暴露出个
别人民族身份认知错乱、价值
观颠倒扭曲，忘干净了“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等根本问
题。对于这样的个体和行为，
除了严厉谴责和严肃教育外，

更应当从法治层面明确界线、
形成规范、严加惩处。对此，
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有针对
性地增加规定，十分及时、必
要，既明确了法律红线，更彰
显了鲜明态度：对于亵渎英雄
烈士、挑战民族底线、美化侵
略战争的败类言行，绝不容许
其逍遥法外。

人 民 有 信 仰 ，民 族 有 希
望，国家有力量。

我们相信，通过立法惩治
民族底线的挑衅者，必定能严

厉打击那些伤害民族情感的丑
陋表演、纠正那些拿民族伤痕
当玩笑的歪风邪气，引导形成
捍卫英烈荣光、维护民族尊严
的良好风气。我们更坚信，通
过立法筑牢保护英雄烈士、弘
扬英烈精神的全方位体系，也
必定能弘扬爱国主义、坚守民
族气节，把英烈精神注入国家
血脉、铸入民族灵魂，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
起全体人民的磅礴伟力。

（相关报道见今日A8版）

绝不让“民族败类”逍遥法外

“亵 渎 民 族 尊
严、刺痛公众感情
的行径暴露出个别
人民族身份认知错
乱、价值观颠倒扭
曲，忘干净了“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
等根本问题。

□雷雨

这几天，一封来自北大学生的公
开信传播甚广。信中提到的北大相
关学院对这位同学提请信息公开一
事的处置，引发舆论关注和思考。

北大相关学院表达了“尽一切努
力关心爱护学生”“始终尊重每一位
同学的基本权利、努力保障每一位同
学的合法权益”的态度。应该说，学
校和学生不是对立关系。让燕园更
加美好的初衷是一致的，追求公平公
开的目标是统一的。

这一事件与近几个月来陆续发生
在高校中的一些热点事件一样，在很
大程度上都涉及如何以恰当方式回应
学生诉求。如何在真情实意中消解困
惑，如何用对话交流化解矛盾，也是
一个做好学生工作的大问题。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说到底，就是要把握好这一代
人的思想和行为特点，把握好年轻人
的个性和共性特征，在疏导情绪中赢
得尊重，在解疑释惑中凝聚共识，最

终达到春风化雨、成风化人的效果。
的确，新时代的青年人特点鲜

明。成长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的
黄金岁月，欣逢新时代开启的难得机
遇，他们可谓是幸运的一代。无论是
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带来的开阔
视野，还是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
来激发的强烈自信，都使得年轻人对
国家、民族、社会和自身，有着更系
统、更深入的思考。他们有很强的权
利意识、法治观念，也有着很强的社
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有
能力独立自主地认识世界。这是教
育普及的结果，更是时代进步的表
现，也是做好学生工作时应该看到的
大背景。

回到此次事件，要从根本上化解
对立情绪，还需要我们对这样的背景
有更多的认识，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成
长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应该说，学
生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做人的工作，
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关爱学生、尊重
学生、服务学生。学生的思想意识成
长了，工作的方式方法也需要升级。

在回应关切、纾解焦虑上，正需要“因
事而化”，认清他们的诉求，聆听他们
的声音，学会与他们对话。这不仅是
方法问题，更是理念问题。

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构成了一
所大学的命运共同体。在处理问题
时，双方都可以更多一些包容和耐
心。对学校来说，对建设性意见要及
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
解情况的要及时说明，对模糊认识要
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
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不能因为种
种原因而躲闪回避、简单解决。而从
学生方面说，也可以换位思考，而不
是站到对立面上去，尤其要避免一些
极端的情绪和偏激的做法，力争在理
性、冷静的轨道上表达诉求、解决问
题。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推动
学校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前行。

青年学生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善
于做精神层面、价值层面的对话，善
于做人生观、世界观的引导，才能进
一步激荡青春的力量，绽放梦想的荣
光。

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

记者调查发现，购物返现商城APP近来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商城声称返现比例高达50%，有的商城已吸纳
近20万会员。专家表示，这种购物返现商城大打法律擦边球，亟待引起市场监管部门重视，消费者也应加强风
险意识。

此类购物返现的网络商城“玩法”大同小异，陷阱重重：似传销、涉欺诈、高溢价、疑暗箱。 新华社发

陷阱重重

□欧阳晨雨

最近，一段真人版“河东狮
吼”的视频火了。事发在唐山，
视频中，一名中年女子态度强
横、出言不逊，在不到两分钟的
时间里，竟然连扇民警 9 个耳
光。其间声称“你们是人民公
仆”“我花钱养着你们”。

根据唐山警方的通报，4
月21日，民警和辅警在处置一
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时，遭当事
人亲友梁某（女）、赵某（男）打
骂。4 月 24 日，警方对两人采
取刑拘措施。

据了解，梁某的亲友被肇
事者撞伤。她打骂民警，可能
是因对处理过程有意见。结合
上下文语境看，这位女子口中
的“我”指的是自己纳税人的身
份。看上去，她是在行使纳税
人权利。

现代社会，“纳税人”与“公
仆”的概念确实常被提及，以指
涉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很多时

候，公民确实能以纳税人名义
要求政务公开、公帑用到实处
之类。

然而，就算是“纳税人”养
着“人民公仆”，权利也有其边
界，它应该恪守法律划定的范
畴，不可任性而为。打骂民警，
显然逾矩。没有哪个人能以

“我花钱养着你们”的名义，对
警察连扇耳光和肆意辱骂。

更何况，纳税人养着公务
人员，通常是整体宏观而论，单
个纳税人说“我花钱养着你
们”，并不妥当。

这些年，人们呼吁的袭警
入刑虽暂无定论，但2015年11
月 1 日 执 行 的 刑 法 修 正 案

（九），增加了“暴力袭击正在依
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
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规
定。如今，梁某和赵某被刑拘，
涉嫌妨害公务犯罪，这就是他
们任性违法应付出的“成本”，
也给潜在的“打手”敲响了警
钟。

你是“纳税人”，就可以恣意妄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