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摆放生活用品，套现刷医保
卡，未凭处方售药……湖北省襄阳
市医保局8月31日通报，在该市近
期开展的“药店乱象”专项整治行
动中，有29家医保定点药店因违反
相关政策法规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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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彬

租房市场再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浪尖，这一次不是巨头重金抢房源，不是房
租金融化的风险，而是直接关乎租客的人
身健康安全——杭州的王先生在租住自如
租房网站提供的房子两个多月后，罹患白
血病不幸去世。事件的传播很快形成刷屏
现象，直指自如租房的居住安全问题。

8月31日，自如做出承诺：9月1日起下
架全国九城全部首次出租房源，待CMA认
证机构检验合格后再行上架。未来所有新
增房源都将 100%检测合格后上架出租，并
在APP上展示合格报告。

这早已不是自如第一次被曝出甲醛超
标。早在2017年，就有媒体报道过自如等中
介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因装修通风期太
短、材料材质等原因导致甲醛严重超标，租
客身体出现明显病症。但是，这些装修个案
往往不了了之，而中介平台方则一贯态度蛮

横，仅仅承诺无责退房并支付检验费用，并
没有赔偿租客的损失，甚至还要求与租客
签署“封口协议”。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
个可怕的“沉默的螺旋”。出了这么大的问
题，对于平台方来说却几乎是毫无损失。

一般来说，新装修的房子要通风３个
月左右才能入住，而自如和房东约定的不
付租金的“准备期”，只有短短的40天，其中
还包括装修的时间。在新华社有关的报道
中，自如内部工作人员就曾承认，“为了控
制成本，装修好的房屋最多放置三天，然后
就挂牌出租。”这简直就是让客户第一时间
搬进去充当人肉的“活性炭吸附剂”。

多通风一天，就意味着一天的房子租
金的损失，但生命是无价的，不能把租客的
生命纳入某种冰冷的计算当中。这次杭州
王先生的死亡，是否与出租房的装修污染
有关，还有待司法机关作出全面的调查和
认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人命”事
件以及相关诉讼，掀起了舆论风暴，才让自

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有所行动。
但是，之前已经上架的公寓就不做检

测了吗？对于房屋中介来说，保证出租房
内的安全，难道不是法律责任所在吗？对
房屋装修之后的甲醛检测，为什么非要等
到“死人”之后才补上？之前这么多租客反
映的“房屋气味刺激”“身上出疹子”等问
题，就没有换来自如自检的良心吗？

鉴于自如等几大寡头对长租公寓的支
配地位，影响广泛，以及“装修即招租”成为
高周转的行业标配模式，对于“甲醛门”应
该做出全行业的公共卫生调查。

房屋租赁的长期化、稳定化是全社会
乐见其成的。长租公寓模式有其自身的亮
点，但安全底线不容挑战。对于利欲熏心
的无良经营者，必须依法予以严惩。司法
机关应适用污染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原
则，保护处于弱势方的租客利益；同时还需
要房地产、公共卫生部门共同动用霹雳手
段，捍卫公共安全底线。

自如“甲醛门”：别让租客当“人肉净化器”

□苑广阔

国家发展改革委说，截至 8 月 29 日，全
国已有 157 个景区出台了门票降价或免费
开放措施，十一黄金周前，还有 157 个景区
将出台措施降低门票价格或免费开放。

以往每逢旅游旺季，尤其是逢五一、十
一等旅游高峰期，国内景区景点的门票价格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逢节必涨”几乎
成为一种常态。站在景区景点和地方政府
的角度来看，门票上涨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
利益，但是却加重了广大游客的负担。

对于景区景点和地方政府来说，在“门
票经济”的固有思维下，眼睛只盯着门票而
罔顾其他，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地方旅游
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景区景点周边地

区的群众从地方旅游发展中获益。令人感
到欣慰的是，情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这次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全国数百个已经出台或
即将出台降价、免票措施的景区景点，就是
有力证明之一。

在已经明确降价措施的景区中，扬州瘦
西湖旺季票价从 150 元降至 100 元，青岛崂
山旺季票价从 245 元降至 180 元，新疆喀纳
斯、白哈巴、禾木通票旺季票价从 295 元降
至 195 元。这些景区景点的降价幅度都很
大，赢得了网友的一致肯定。虽然更多的景
区景点在降价幅度上没有达到网友的期望
值，但是从原来的“逢节必涨”到现在的节前
降价，当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值得肯定。

造成现在这种降价潮流的原因，除了国
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之外，和景区景点以

及地方政府在旅游经济中意识与思维的改
变也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现在越来越多
的景区以及地方政府，从开始时的“要我降
价”变成了“我要降价”。因为降低门票价格
可能会暂时减少门票的直接收入，但薄利多
销，抛弃“门票依赖”之后，可以有效带动旅
游周边市场的消费，让单一的门票经济变为
旅游综合经济。

实践也早已证明，不管是早年就已经免
费的杭州西湖景区，还是最近才加入免费行
列的济南园博园、大明湖景区，免费以后的
综合收益，都要远远好于免费之前，更别说
因为免费而带来的社会效益了。所以说，我
们希望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推动之下，更多的
地方政府和景区景点能够彻底抛弃门票思
维，让“逢节必降”成为一种常态。

□燕 农

近日，在广州中山六院麻醉科走廊的
公告板上出现了一则特殊的“警报”：近期
连续出现有职工在头晕、明显心悸等状态
下坚持加班，在此给予慰问，但不表扬。
随后在公告板上写下了身体不舒服时应
该怎么做的温馨提示。这一则特殊的“警
报”流传到网络后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项针对医生群体的调查显示，九成
受访者表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八
成受访者表示，没有双休日的概念以及最
近一年没有带薪休假。而医生带病坚持
工作的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比如，今年
初湖南宁乡市人民医院流沙分院一名女
医生边打点滴边看病的图片，就曾经在网
上热传。更为严重的是，医生过劳死的新
闻报道，也不乏其例。在这种背景下，广
州中山六院对医护人员带病工作的“警
报”，不啻为一种温馨的纠偏。

事实上，医护人员带病工作百害而无
一利。于病人来说，医护人员生病后的反
应能力和判断能力都有所下降，容易在诊
疗过程中产生医疗事故；对医护人员来
讲，带病坚持高强度的工作，将严重威胁
到医护人员的身体健康，甚至有可能产生
意外事故。而且，带病工作也容易导致医
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从而加重
双方的病情。所以说，对医护人员带病工
作“给予慰问，但不表扬”是一种理性的管
理方式，其中也不乏人性味道。

以往“带病工作”“轻伤不下火线”等
奉献理念深入人心，当事人会被冠以“最
美医生”“感动XX”等煽情的称号。事实
上，这更像是对医护人员的道德绑架。必
须明确，医护人员褪掉专业色彩后，他们
也是普通人，也会生病，强调他们在生病
期间的医者仁心，不免过于残酷；相反，以
人性化的慰问来对待医护人员生病，则体
现的是医院管理方面的医者仁心。

在以工匠精神闻名于世的德国，是有
专门法律规定的：医生不能带病工作，而
且医生病假期间，工资一分也不能少。因
为德国曾有过相关调查，2/3的德国医生
在感到自己生病的时候，仍然想坚持上
班。同我们一样，生病的德国医生担心医
院临时找不到医护人员顶替自己。即便
是医护资源并不宽裕，德国还是选择了禁
止医生带病工作。

带病工作往往与德相挂钩，比如医生
带病工作似乎突出了医德，教师带病工作
似乎彰显了师德，但这无不是道德勒索。
其实，扩展开来看，让生病的职工安心养
病以尽快投入工作，对任何单位来讲，都
应该成为一种管理文化。这种文化展示，
除了医护人员的特殊职业要求之外，对其
他单位来讲都是人性的宣示与职工权益
的保护。而人性与权益，不恰恰是单位文
化乃至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吗？

不提倡带病工作
也是“医者仁心”

景区门票“逢节必降”可以有！

多通风一天，就意味着一天的房子租金的损失，但生命是无价的，不能把租客的生命纳入某种冰冷的计算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