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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对“病驾”有效治理了

□ 王继洋
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官网发布案件通报称，该院一审
公开宣判被告人刘正楠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判处刘
正楠有期徒刑13年。据此前媒
体报道，2019年5月16日，被告人
刘正楠驾驶小型越野客车时突
然发病，车辆失控撞向人群，造
成3人死亡，1人重伤，5人轻伤。
法院认为，刘正楠明知自己患有
癫痫，不仅未申请注销驾驶证，
还在已发生过交通意外的情况
下，依然多次驾驶机动车，造成
严重后果，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

近年来，相关部门对“醉驾”
“毒驾”的管理日趋完善，但对

“病驾”，却存在各方面的缺失，
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日渐增多。
比如今年7月17日，江苏常州市
区一辆黑色奔驰车失控，连撞多
辆电动自行车，致3死10伤。当
地交警通报称，司机徐某某及其
妻子供述，徐某某驾驶过程中出
现昏厥导致车辆失控……

所谓“病驾”，是指在身体罹
患一些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不能
考取机动车驾照的禁驾疾病的
人，仍然通过了驾照考试并开车
上路的现象。这样的驾驶员一
旦在驾车过程中疾病发作，导致
身体出现状况，就很容易引发交
通事故，其后果和危害并不比

“醉驾”“毒驾”轻。
在“明知患有癫痫”的情况

下，刘正楠仍多次驾驶机动车，
并造成“3死6伤”的惨痛事故，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完
全是罪有应得。但站在全面有

效治理“病驾”的高度，这样的
判罚其实并不足以让人真正释
然——— 这只是事后措施，刘正
楠这样的“病驾”司机还有多少
无人知晓，他们像一颗颗不知何
时何地爆发的定时炸弹，让人难
有安全感。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领驾
照的当事人在驾考前要出具《机
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当
事人是否患有其中列出10项禁
驾疾病，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填
写。问题在于，既然当事人主观
上想通过考试取得驾照，即便真
的患有10项禁驾病中的1项或多
项，如实填写的可能性也很小。
不仅如此，那些原本需要医院医
生进行专业性检查然后盖章确
认的疾病，也基本上流于形式。

如上述案件中，早在案发之
前，刘正楠就“2018年6月起多次
发病，并曾因病引发交通意外”，

但其驾照却并没有被及时注销，
直至最终案发……其实在如今
这样的大数据时代，对于各种

“病驾”现象，做到有效预防并不
难。遗憾的是，至少目前来看，
相关部门在驾驶人健康信息的
互联共享事宜上并没有及时
推进。

是时候像治理“醉驾”“毒
驾”那样，有效治理一下“病
驾”了。

这一方面要从考驾照开始
严格把关，比如将“驾驶人员疾
病申告”与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相结合；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
部门在日常执法过程时，加强
对各种疑似或潜在的“病驾”
现象的常态化监管；此外，除
了体检医院完善流程，严格体
检之外，车管部门也有必要完
善抽查制度，不让当事人再有侥
幸心理……

是时候像治理“醉驾”“毒驾”那样，有效治理一下“病驾”了。这一方面要从考驾照开始严格把关，比如将“驾驶人员疾病申
告”与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另一方面也需要在相关部门在日常交管执法过程时，加强对各种疑似或潜在的“病驾”现象的常
态化监管；此外，除了体检医院完善流程，严格体检之外，车管部门也有必要完善抽查制度，不让当事人再有侥幸心理……

为遏制公示泄露隐私现象，一方面需要加强政务公开制度化、规范化，明确公示的具体内容、范围、程度，列出负面
清单，有效防止任性公示、随意扩大；另一方面，对于违反规定的情形，要严格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问责处理，倒逼有关部门强化依法保护公民隐私的意识。

□ 柏青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江西

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官网的
一些公示中存在泄露公民个人
隐私现象。多个廉租住房申请
名单和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名单，
将相关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及
手机号码均进行了完整公示。
南康区城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全部公示是为了
保证信息的完整度，以便更好地
接受监督。

无独有偶，海口市琼山区政
府官网最近发布《财政惠民补贴
一卡通发放公示表》，除公布人
员姓名、补贴金额外，还公布了
公民的完整身份证号码。身份
证号码属于居民身份证记载的
重要个人信息，每个公民的身份
证号码都是唯一的，一旦泄露，

被不法分子利用，很可能导致严
重后果。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保护公
民隐私是应尽的法律义务，因
此，公示绝非泄露公民隐私的

“免责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

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等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
害的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
但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
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
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开。
公开个人的手机号码、身份证
号，显然会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
害，而不公开这些隐私信息并不
会影响到保障性住房申请、财政
惠民补贴发放等公共利益，因此
并不属于“予以公开”的豁免
范围。

2017年，有媒体相继披露安
徽、重庆、湖北、江西等地的政府
部门官网在公示中存在大面积
泄露个人隐私信息的情况，引发
广泛关注，教育部、人社部、财政
部为此相继发文，强调保护个人
隐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也
明确指出，要依法保护好个人隐
私，除惩戒公示、强制性信息披
露外，对于其他涉及个人隐私的
政府信息，公开时要去标识化处
理，选择恰当的方式和范围。

遗憾的是，公示泄露隐私的
问题仍未得到根治。

缘何如此？很大程度是因
为一些基层部门缺乏隐私保护
意识，并且公示缺乏制度规范，
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某地一个
部门负责人曾坦言：“没有考虑

过是否会泄露公民隐私，公示时
公布完整身份证号码是一贯做
法。”此外，泄露隐私的违规成本
过低，也是重要原因。在遭到质
疑后，一些地方往往将公示信息
一 改 了 之 ，鲜 有 人 因 此 受 到
问责。

为遏制公示泄露隐私现象，
一方面需要加强政务公开制度
化、规范化，明确公示的具体内
容、范围、程度，列出负面清单，
有效防止任性公示、随意扩大；
另一方面，对于违反规定的情
形，要严格依照《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问责处理，倒逼有
关部门强化依法保护公民隐私
的意识。

□ 李红梅
不久前，国务院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省和三
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经验的通知》，要求2019年12
月底前，各省份结合实际制定
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医改经
验、深化医改的工作方案，明
确本地区各地市和相关部门
具体任务并组织实施，落实七
方 面 24项 重 点 任 务 。这 是
2016年以来，国家再次发文力
推三明经验，体现了以医药、
医疗、医保“三医”联动持续推
进改革，啃下医改“硬骨头”的
决心。

很多人对三明医改并不
陌生。2012年，福建省三明市
发起了一场改革——— 从监控
重点药品开始，进而以药品耗
材治理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医
药、医疗、医保“三医”联动改
革。这场改革当年就使职工
医保扭亏为盈，不仅缓解了看
病难、看病贵，还推动医疗体
系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
康为中心。

当前，医改已进入深水
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取消药品加成之后，如
何彻底破除以药补医？药品
耗材如何回归合理价格，实现
合理使用？如何治理过度医
疗，实现规范治疗？医保如何
购买、管理和监督药品、耗材、
服务，促进其规范、合理使用，
又能激励医务人员？如何建
立一个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等等。从实
践来看，在改革推动下，各方
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
前，全国公立医院均已取消药
品加成，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和使用试点已扩展至全国，
全国各地均已开始建设医联
体、医共体，基层家庭医生签
约制度已全国推广，等等。

需要看到，上述改革仅仅
是开了一个头，后续须以“一
盘棋”思维联动其他方面措
施，配套推进。这样，才能突
破原有利益藩篱，建立新的机
制。可见，“三医”充分联动、

“一盘棋”推进改革，是改革能
否成功的关键，而这正是三明
医改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其作
为全国范本的“底气”和“资
本”，也是改革最难的地方。

“三医”要像一台机器有关联
的部件一样，一个部件动了，
整台机器都要协调动起来，使
其达到最和谐的运行状态。
此次出台的文件对三明的宝
贵经验进行了提炼和总结，有
助于其他地区学习借鉴，聚焦
以药补医、过度治疗、大处方
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沉疴痼疾，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有了好的经验，接下来就
是落实推广的过程。在学习
三明经验的过程中，需要各地
拿出决心和勇气，敢于向不合
理的灰色利益格局开刀，结合
实际探索出更适合自身的改
革路径，让百姓真正享受到改
革红利。

用好“三明经验”
推动医改

公示不是泄露公民隐私的“免责区”

急救车辆频换胎，
俨然驱车刀尖开。
通行无阻藏猫腻，
监管虚设忒怪哉！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王继洋

日前，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卫健委进一步规范党委
议事程序和要求，明确对事关卫健委党委和二级机构发展
的“三重一大”事项均由集体研究、讨论决定。之所以出台
这些措施，还要从该区李楼乡卫生院原院长李春劲被查处
说起。去年3月，龙子湖区委第二巡察组对区卫计系统下辖
二级机构李楼乡卫生院开展常规巡察时，发现账目中在不
到1年时间里，该卫生院的一辆救护车就更换了10条轮胎！
2019年4月，李春劲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

据12月25日央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