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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志疆

12月6日晚，一则关于“南通
市容管理人员当街抢夺卖甘蔗老
人的甘蔗”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相
关视频显示，多名身穿带有“静通
市容”字样服装的人员围住一名推
着单车的老人，并拿走车筐里的甘
蔗，老人拦阻未果当街痛哭。

七旬老人被一群人团团围
住，这样的场景令人望而生畏，黑
衣人抢走甘蔗之后，老人痛哭失声
的一幕更是令人心里隐隐作痛——
这群人为何如此简单粗暴地对待一
名老人？针对此事，江苏南通三星
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涉事
卖甘蔗的小贩乱扔甘蔗皮，影响
了市容市貌，市容管理人员多次
提醒无果，遂拿走甘蔗，引导小贩
到指定地点售卖。

到底是“拿”还是“抢”，是“强
制”还是“引导”，三星镇政府这名
工作人员的描述，与视频中呈现
出的场景颇有偏差。相比之下，
三星镇政府发布的情况通报少了
一些主观色彩，多了一些客观描
述：身着保安制服的为该镇购买
服务的第三方市容公司人员，按
合同承担市容管理相关工作。其
现场处置过程简单粗暴，与约定
工作要求格格不入。“对此我们深
感痛心，同时对相关人员的行为
给老人造成的伤害，深表歉意。”
通报称，目前，该镇已暂停该公司
相关责任人员工作，启动程序开
展调查，并依照规定进行问责。

类似的事情，在南通并非首
次发生。今年9月15日早晨5点
左右，一名摆摊老太太正将东西
收拾好放在手拉车上，三名身穿
城管制服的男子上前驱赶，双方
争夺过程中，老太太摔倒在地。
随后，一名男子掰断秤杆，扯住老
人将老人摔在马路上。此事曾引
起舆论广泛关注，据当地通报，涉
事人员是综合执法队协管员，已
被依法处置，“我们将深刻吸取教

训，举一反三，全面加强队伍建
设，提升管理水平”。

现在看来，南通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举一反三”，似乎并未
引起更大范围的重视。短短三个
月的时间内，两次发生同类事件，
无论是对公共利益还是对于地方
形象而言，都是不小的损失。两
起同类事件，无一例外被归咎于
协管人员。现实中，确实有不少
野蛮执法都是协管人员所为，但
这并不意味着相关部门无可指
摘——按照规定，协管人员只能
配合执法人员从事宣传教育、巡
查、信息收集、违法行为劝阻等辅
助性事务，不得从事具体行政执
法工作。问题是，协管人员为什
么一再成为城市管理执法的“主
力军”？

行政处罚法明文规定，罚款
等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
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
施，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
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尽管如
此，执法权外包现象依然屡见不
鲜。城市管理的目的是维护公共
秩序和利益，然而，在“承包者”眼
中，一切似乎都变了味儿——罚
款成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当罚款
直接决定这些“编外执法者”收入
的时候，如何才能让他们阻挡内
心的逐利冲动？将执法权“委托”
给第三方人员，不但改善不了城
市环境，恐怕还要损害城市形象。

对于城市管理而言，加强行
政执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无须赘
言，与此同时，改进城市管理方式
和理念同样不可或缺。把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用于提高服务内容和
质量，在满足市民差异化消费需
求的同时，为小商贩提供更大的
生存空间，才能消除矛盾与对立，
兼顾文明与管理。在此过程中，
即使服务可以外包，执法权不应
该也不允许外包。更为重要的
是，责任任何时候都不能随着服
务一同被打包转让。

文┃光明

据商务印书馆公众号消息，
2021年12月6日，“2021年度十大
网络用语”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
与研究中心发布。本次发布的十
大网络用语依次为：觉醒年代；
YYDS；双减；破防；元宇宙；绝绝
子；躺平；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
强；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强
国有我。

这些网络用语，相信都是今
年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些词
的来源也很广泛，有的来自于重
大历史现场，有的来自国家政策，
有的来自于影视剧，当然更多的
还是来自网络上的习惯用语。它
们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对2021
年中国互联网的记录。

每到年底，各类关键词、关键
字的年度盘点层出不穷，毫无疑

问，网络用语无疑是最受关注的
一类。所谓“书同文”，最强调经
典性、广泛性的语言，却被网络

“瓦解”了其原有特质。自从网络
诞生，语言便开启了进化加速，过
去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现在
恐怕是“一年有一年之文学”。

网络用语之所以层出不穷，
不仅是因为技术建构的无远弗
届，更主要的原因是文化创造的
路径改变了。语言之变，过去主
要来自于知识阶层有意识地书写
与提炼，当然这些在现在的网络
语言中也有体现，不过更多则是
自下而上的无意识创作。成语可
以找到明确的出处，网络用语很
多却不知作者，广泛分布的网民、
灵机一动的创意，就如风行草上
一般，一下便刷新了文化景观。

网络用语也在极大程度上构
建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打破了不

同场合的语言区隔。就像这个
“YYDS”，曾经小众的、不属于任
何一种语言的表达，却在一夜之
间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网络平台，
甚至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获得
了使用层面的“合法性”。可以
说，网络用语带来了一种“平等”，
无关身份地位，人们进入了相同
的文化场景之下。

换个角度看，网络语言也是
速朽的，我们能记得唐诗，但恐怕
已经记不清五年前的网络用语。
有的网络语言也不够精美，类似

“绝绝子”这样的表达，不少人至
今也无法接受。网络语言一个难
以回避的尴尬在于，很多用语的
文化意蕴比较单薄，它们被经典
化的概率很低。

不过，记录网络用语依然是
有意义的。一些网络用语或许缺
乏历史纵深，但却如横切面一样，

记录着一时一地的故事与情绪，
它是在网络世界曾经“活过”的证
据。将这些词语“打捞”出来，并
加以特别纪念，也就是记录普通
民众的日常，勾勒时代宏大背景
之下的细节。这或许也是一种

“尊重”，人们习惯说的话，哪怕有
些俚俗甚至无厘头，但也不是不
重要的，如果它们曾经赋予许多
人表达上的快意，那么就有资格
被定格。

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
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
吾能征之矣。”文献不足，让孔子
难以捕捉历史真实。今天我们记
录下网络语言，或许也是在补充
文献。千百年后的人们，如果想
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点滴、心曲
衷肠，网络语言，也许是个极好的
视角。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记录时代的横切面

“2021 年
度十大网络
用语”发布，
相信都是今
年以来人们
耳 熟 能 详
的。它们从
不同的角度，
构 成 了 对
2021 年中国
互联网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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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第三方协管野蛮“执法”，
执法权外包屡见不鲜

在“承包者”眼中，罚款成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当
罚款直接决定这些“编外执法者”收入的时候，如何才
能让他们阻挡内心的逐利冲动？

文┃江德斌

在2021年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谈判中，7种罕见病
用药纳入医保目录。正式
纳入医保目录的诺西那生
钠注射液，市场价格曾高
达每瓶70万元。在此次国
家医保局谈判现场，用于
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
症（SMA）的诺西那生钠注
射液，一路从53680元最终
被砍到了33000元，价格降
了两万多元。

“不希望套路”“每一
个小群体都不该被放弃”

“价格离进一步谈还有一
定距离”“希望你们再努力
一下”……近日，国家医保
局谈判代表再次上演“灵
魂砍价”，倾尽全力“锱铢
必较”的名场面，在社交媒
体上刷屏。原价70万元一
针的罕见病天价药诺西那
生钠注射液，如今列入医
保可供报销，其间经历8次
艰难谈判，最终降到了3万
多元一针，大大降低了患
病家庭的用药经济负担。
有罕见病患儿家属听闻此
消息后，禁不住喜极而泣。

据估算，我国新生儿
SMA（脊髓性肌萎缩症）患
者每年新增 1200 人，存量
患者约3万人，诺西那生钠
注射液是目前唯一获批的

“救命药”，但此前高昂的
定价成为一座“大山”，大
多数家庭都无法承担。国
家医保谈判，让更多患者
家庭看到了治疗曙光。

据国家医疗保障局介
绍，今年进行谈判的药品
共计 117 种，最终 94 个药
品谈判成功，总体谈判成
功率达到 80.34%，目录外
67 种 药 品 最 终 降 价
61.71%，谈判成功率和降
价幅度均创下三年新高。
而且，新增药品中罕见病
用药多达7种，这也是历年
来最多的一次，并且实现
高价罕见病用药进入医保

“零的突破”，为患者搬开
了治疗费用的“大山”，对
临床治疗和医药产业发
展，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
珍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今年国家医保疫苗费
用支出较大，在负担非常

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克服
重重压力，继续开展多轮
医保谈判，努力将药价降
下来，且取得了多项历史
性突破，实属不易。医保
谈判“灵魂砍价”场景频频
出现的背后，是人民健康
至上理念的有力支撑。近
年来，我国加快医疗改革
步伐，通过国家集采、医保
报销等方式，实现规模市
场换降价，最大幅度挤出
药价虚高水分，有效降低
医疗负担，尽力帮助患者
走出有药买不起、有病治
不起的困局，发挥“医保杠
杆”的健康托底作用，让广
大人民群众摆脱治病烦
恼，享受健康幸福生活。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
民谋福利，这是党和政府
一直坚持的信念。医疗是
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之一，
也是老百姓反映最多的领
域之一，关系到 14 亿人的
身体健康，党和政府有决
心、有毅力去解决医疗问
题，切实化解看病难、看病
贵等难题，构建起牢固的
健康安全防线，交出一份
人民满意的答卷。

医保谈判“灵魂砍价”，彰显人民健康至上理念

近期，广东、湖北、江西、
安徽和上海等多地发生房屋
外墙脱落导致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调查发现，房屋外墙脱
落近年来有逐渐增多趋势，
事故发生后，常常出现维修
责任不明、各方推诿、筹集资
金困难等问题。那么，该由
谁负责？法律明确规定，建
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
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
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如果保修期已过，专家
称，业主作为住宅楼公共部
分的共有人，有维修保养该
大楼并保证其安全的义务。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不定时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