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滴司机撞乘客，严防更须严惩
应依法加强对故意伤害乘客事件的严惩，该追究刑责的就要追究刑责，不能养痈遗患。

必要时应出台司法解释，在受害人未达轻伤的情况下，也不能使故意驾车伤人行为的违法成
本太低、处罚太轻，否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安全。

“拉人住院”不能止于内部整改

“教得好当教授”与“好教授要教学”

■观察家

巷 议

□张淳艺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河南省中医院西区
医院让职工拉人住院，拉不够5人将罚款200
元。河南省中医院回应称，涉事医院属民营医
院，河南省中医院与之为业务指导合作关系。
目前已要求涉事医院停止拉人头等违规操
作，若不按建议整改，将取消合作。（8月19日
《新京报》）
医生护士的本职工作是救死扶伤，但在

河南省中医院西区医院却俨然成了业务员。
医院强制要求医护人员拉住院病人，拉不够
规定人数就罚款。该做法一经曝光，引发舆论
哗然。对此，河南省中医院迅速作出回应，责
成西区医院尽快改善内部管理，派出一名业

务副院长前往该院指导业务敦促整改。对这
家民营医院来说，相关监督整改力度不可谓
不严厉。不过，“拉人住院”不是医院的私事，
不能止于内部整改，有关部门需要介入调查，
给予应有的处罚和追责。

首先，“拉人住院”违反医疗行业管理规
范。医疗行业具有公益属性，照搬照抄经营性
行业考核激励模式，很可能带来过度医疗，加
剧看病难、看病贵。国家卫生主管部门三令五
申，严禁各级各类公立医院向科室下达创收
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经济收入
直接挂钩。其次，拉不够人数罚款侵害劳动者
合法权益。医生的职责是诊疗，并不履行销售
职能。该院医护人员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
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阻挠记者采访
行为应依法严惩。
此次“拉人住院”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一

些民营医院频频爆出下达创收指标丑闻。对于
“拉人住院”严肃处理依法问责，有助于拨乱反
正，以儆效尤，促使更多医院摒弃指标创收的歪
门邪道，回归靠医疗和服务赢得患者的正道。

□毛建国

不久前南京林业大学公布了2019年职
称评审结果，从教33年的理学院蒋华松教师
如愿评上了教授，成为该校第一位“教学专
长型”教授。据了解，蒋华松无一篇论文，也
无一分科研，评教授靠的是他平时课堂教学
的表现和成绩。（8月19日《中国青年报》）
面对“教学型教授”的兴起，有人称：讲课

高手的春天来了。南林大此举的最大意义，在
于传递了一个导向，那就是“教得好也能当教
授”。过去一段时间，一些高校出现了教授不教
书的现象，而一些矢志教书、课上得好的老师，
却因没什么学术成果，根本就没有成为教授的
机会。“教学型教授”的出现，给了教得好的老
师提供了机会，许与他们一个未来，这也有利
于鼓励更多教师把更多精力放在教学上。

“教学型教授”这一概念的抛出，其实带
有一点火药味，给人一种与科研型教授针锋相
对的感觉。其实，“教学型教授”与“科研型教
授”并非对立关系，如果职称改革，或者是舆论
认知，把教学与科研对立，那就犯了方向错误。
同样，如果把教学和科研完全分开，给“教学型
教授”贴上没有科研能力而照顾的标签，则会
削弱“教学型教授”的职业荣誉感。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高等教育

战线要树立“不参与本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
格的教授”的理念。简而言之，好教授要教
学，不教学就不是好教授。哪怕是一个完全
意义上的“科研型教授”，当其回到教学一线
时，对于提升科研能力也大有裨益。重视“教
学型教授”，实际上是在推动高校教师回归
教学本职工作，这个推动，不是单指年轻教
师，而是所有教师，乃至名师、大师。

催吐，指使用各种方法，引导促进
呕吐的行为。很多人自从知道这条通
往瘦身的捷径，便义无反顾地闯了进
去，包括不少未成年的孩子。却不知，这
是一场违背自然规律的殊死冒险。目
前，催吐者主要聚集在贴吧、豆瓣、知乎
等网络社区中。（8月19日《半月谈》）
虽然催吐在一定时间内有瘦身

效果，但容易导致厌食和暴食交替发
作，以及焦虑、抑郁等。更值得警惕的
是，催吐也形成了产业链，某些人是
为了卖产品，想方设法让更多女性加
入催吐行列。
不能任由“催吐式瘦身”损害人

们的身体健康，应对这种不科学的瘦
身方式及时进行纠正。同时，凡是违
规销售的“催吐产品”，都应依法查
处。命比瘦重要，减肥也必须在健康
的基础上，这是基本的常识。张海英

日前，浙江省开始实行“用血服务
不用跑”服务，浙江全省任何一地的献
血者，在该省任何一家开通服务的医
院均可方便办理用血减免服务，此举
让献血者及其相关亲属最大程度减少
用血报销各项流程。近日，浙江诸暨更
是首推床边结算，让用血报销“一次也
不用跑”。（8月19日中新闻）
“献血容易报销难”是很多无偿献
血者的困惑，这种办事节奏与网络时
代格格不入。值得称道的是，浙江医疗
系统率先实现用血直免医疗机构全覆
盖，让原本减免所需的各种材料自动
交互，无须献血者提供。用血者只需提
出申请，即可享受医院用血直免服务。
这背后除去科学技术手段的给力，也
彰显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为民本
色，值得借鉴推广。 杨玉龙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杭州一滴滴快车司机郑某近日开车撞
向乘客小李。此前，两人因订单取消问题发
生矛盾并演化为肢体冲突。滴滴平台称，已
永久停止司机服务。目前，司机被警方行政
拘留7日、罚款200元；小李被警方罚款500
元。多名网友质疑，司机行为已涉嫌刑事犯
罪。（8月18日浙江电视台）
从新闻视频中可见，冲突中，郑某驾驶

网约车直接冲向小李，将其撞飞至引擎盖
上，滚落在地。看到车头再次调整，小李担心
遭遇“二次辗轧”，躲在一处石墩后面，逃过
一劫。这样的情景真是令人胆战心惊。作为

一名快车司机，郑某火气着实够大。而回顾
这一事件起因，也不过是取消订单这样一件
小事。郑某先在对话中骂人，于情于理都是
有错在先。因为小李长得比较壮实，郑某在
打斗中未占到便宜，接着便出现了驾车撞人
的一幕。
郑某的行为已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理应严惩。目前，当地警方已对其行拘7日、
罚款 200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
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当地警方可能是依
据这一条款进行处罚的。而小李被罚 500
元，也是因为他打了郑某，依据的可能是同
一法条。
然而，很多网友表示“不敢相信这竟然

不属于犯罪”，质疑郑某的行为已涉嫌刑事
犯罪，不应仅给予治安处罚。《刑法》第二百
三十四条对“故意伤害罪”的规定中提及，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郑某故意驾车伤人具有
高度的危险性，若非小李身体状况较好，恐
怕后果难测。不过，对此有律师分析称，目前

的司法实践中，在处理故意伤害罪时往往要
以受害人达到轻伤以上伤情为要件。而此案
中，小李仅仅只构成轻微擦伤，一般情况下，
不以故意伤害罪追究机动车驾驶人的刑事
责任，而只进行治安处罚。事实上，如此处罚
的不只是杭州警方。比如，据报道，2018年12
月，安徽亳州一网约车司机故意撞伤乘客，
涉嫌故意伤害，被当地警方行拘10日并处罚
款500元，等待伤情鉴定之后，案件再作进一
步办理。这样的处理令人无奈，网友也担忧
容易形成某种“恶的示范”。
近年来，网约车已成为市民重要的出行

方式，因各种取消订单等细节问题而引发冲
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应该看到，平台也做
了不少工作，但容不得丝毫放松，既要加强
对司机的审核管理，也要畅通投诉渠道，让
乘客相信投诉会得到及时而公正的处理，将
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也要依法加强对
故意伤害乘客事件的严惩，该追究刑责的就
要追究刑责，不能养痈遗患。必要时应出台司
法解释，在受害人未达轻伤的情况下，也不能
使故意驾车伤人行为的违法成本太低、处罚
太轻，否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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