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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谅，不代表法律也可以原谅

□ 时本
医用一次性耗材不能重

复使用，否则极易造成交叉感
染或二次感染，甚至造成不可
预知的严重后果。然而，在利
益驱使下，有些人却铤而走
险，不顾病患身体健康，将一
次性医疗耗材重复使用。近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
起涉及重复使用一次性手术
专用耗材的案件进行了二审
宣判，两名医生因犯销售不符
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分别被
判有期徒刑二年零十个月和
一年零八个月。

一次性高值医用耗材若
被重复使用，可以让违规操作
者获得巨大的非法利益。除
了图利，图方便也是耗材失守

“一次性”底线的重要原因。
2017年，浙江一家医院的医务
人员在操作中重复使用一次
性吸管造成交叉污染，导致部
分治疗者感染艾滋病病毒，这
起重大医疗事故，一度引发社
会对一次性耗材重复使用现
象的广泛关注。

耗材“一次”变“多次”，监
管起来十分困难。手术关起
门来进行，别说外部监督人
员，就算与手术无关的医务人
员，也不能随意靠近手术台，
在此背景下，医生的一个小动
作，就可以完成“调包”，用使
用过的旧耗材代替新耗材。
非法获利巨大，监管又存在盲
区，两方面结合在一起，足以
让一些人铤而走险。

其实，管用的监管办法不
是没有，只是还需要建章立制，
形成固定模式。比如，手术室
虽然“闲人免进”，但每台手术
都配有器械护士，器械护士的
重要职责，是在手术前后，逐一
清点每样摆上手术台的器械和
耗材，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一是
避免手术物质遗留到患者体
内，二是查看器械和耗材是否
合乎要求。假如在此基础之
上，进一步明确器械护士具有
监督一次性医用耗材的职责，
就可以将监督的触角伸到手术
台上，监督者就在身边，手术医
生做手脚的难度很大。

更管用的办法是，让每个
医用耗材都具有单独的电子
监管码，依此对耗材的流向进
行跟踪，并根据所形成的大数
据，建立耗材信息化追溯体
系，然后将之统一纳入到医保
部门的监管范围。若如此，不
仅一次性耗材反复使用很容
易败露，而且虚开发票等行为
也没有操作空间。

反复使用一次性耗材，不
仅让患者花钱买到“旧货”，而
且让医保基金重复支付，是对
患者和医保基金的双重危害。
健全医院管理，出台针对性规
范，大幅降低高值耗材价格，
让重复使用获利明显减少，将
一次性耗材纳入医保监管的
重点名单、运用信息技术发现
隐藏的猫腻等举措，均有利于
降低监管难度、消除监管盲
区，进一步维护医疗和医保两
方面的安全。

一次性医用耗材
不能存在监管盲区

有奖举报，在行政法上属于行政奖励，或者说是一种行政悬赏，是基于实现特定行政目的，为履行行政职能而实施的。职业
举报人的存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不拿工资只拿奖金的“编外辅警”。这种“编外辅警”越多，相关部门的罚没收入也就越多。鼓励
有奖举报，因此很像是另一种“执法经济”的套路。

职业举报人挨打的行政奖励困境

□ 王继洋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9月

21日，一车主驾车在北京安定路
行驶过程中，前挡风玻璃被相邻
迈腾车主泼了奶茶，相关视频在
网络流传后引发关注。21日晚，
泼奶茶的车主手写道歉信致歉：
愿为此行为造成的所有损失进
行赔偿，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

从网上发布的相关视频来
看，迈腾车第一次出现在视野是
从最右车道连跨两个车道，斜插
入前方，然后立刻刹车。刹车后
加速，又急刹，一共重复了三次
急加速急刹车，试图让后方车辆

撞上。后方司机则不停地找机
会超过迈腾车，一定程度上也是
开怒气车。而当后方司机往右
意欲超车，与迈腾车即将并行
时，迈腾车主开始急打转向。后
方车继续向前，迈腾车主没有再
别车，而是缓慢降下车窗，将一
杯奶茶泼到后车前挡上……

有网友认为，在被泼了奶茶
后，后车完全可以撞上去，这样
既能解气，又能让迈腾车主付出
代价。可算出气了又怎样？这
撞车就不是可控的事情了，万一
伤及无辜呢？而且我们不妨进
行一次更可怕的假设：如果扔在
前挡的不是奶茶，而是雨刷越抹
越模糊的东西，结果越刮越脏甚
至越抹越黑，会不会引发公共安
全事故？所以我们在庆幸后车
司机安然无恙的同时，也难免有

些后怕。换句话说，后车司机面
对迈腾车主那样的路怒司机时，
最好的方案应该是缓慢刹车，双
闪打开靠边停车，而不是继续
追赶。

当然，以上纯粹是站在安全
的角度去分析。毕竟，开车在路
上，最重要的是遵守交通规则的
同时，保护好自身安全、维护好
公共安全。事后来看这个事情，
无论两车车主斗气之前发生了
什么，单是往前挡泼奶茶这一
项，就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治安管理处罚法》。遗憾的
是，从舆论发掘的信息来看，迈
腾车主5年前就有过类似的“前
科”，但最终结果是不了了之。

也许正是5年前的那次不了
了之，让这个车主觉得自己这样
做不算多大事。在路上如果别

的车无意间“惹”了他一下，那么
他还会让别人领教一下自己的

“厉害”，然后再逃之夭夭，以为
可以在不承受后果、不见面的情
况下恶心一下别人，然后自己就
像占了很大便宜一样回家偷着
乐了。

对于迈腾车主的道歉，我们
无法坦然接受。毕竟，如果道歉
有用的话，要法律何用？而且不
难发现，他更像是在舆论压力下
被迫道歉罢了。我们接受知错
就改，但前提是要为自己的违法
行为付出代价，比如拘留，比如
吊销驾照甚至是终身禁驾———
毕竟，这种人上路就是一个定时
炸弹，总有一天会炸的，与其坐
等悲剧发生，不如终生禁驾以防
其害人害己。

□ 舒圣祥
市民随手拍机动车交通违

法，经核实后还能赚钱。近年
来，上海、深圳、青岛、长沙多地
开展了类似的交通违法有奖举
报行动。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长沙一名“职业拍客”在拍摄机
动车违停时遭到车主言语威胁、
锁喉，引发舆论关注。

拍违法的职业举报人，一年
能赚多少钱，网上各种说法都
有。若按每月1500元封顶计算，
其实并不多，除非他以全家多人
的名义去举报。但举报违法的
奖金，肯定来自被举报人的罚
款，当车主和举报人相遇，自然
有点“仇人相见”的味道。“你去
擦皮鞋都要得，莫赚这个钱”，打
人的车主显然对职业举报人很
不屑，认为其侵犯了自己的利
益——— 不是执法人员，却事实上
执了自己的法。

职业举报人其实没有执法，
执法的依旧是相关部门，举报人
只是向相关部门提供了违法行
为的资料。违法的借口肯定很
多，但不妨先扪心自问一下。只
要你不违法，职业举报人也就拍
不了；反过来，既然违法了，警察
罚或者电子眼罚，你都能接受，
职业举报人拍你，又有多大不同
呢？坏消息来了，责怪信使是荒
谬的，重要的是不违法，而不是
被谁拍。

需要强调的是，鼓励市民随
手拍以前还是地方性土政策，可
能在合法性方面有质疑；现在这
个问题，已经在全国层面得到了
明确。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
序规定》明确规定：经查证属实，
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违法行为
照片或者视频等资料可以作为
处罚的证据。换言之，公民随手

拍举报交通违法信息，已经在全
国层面推行。

只不过，在社会学层面，一
个鼓励公民互相举报的社会，似
乎并不那么美好。人是自私的，
人们当然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
前提是不要伤害别人的利益。
职业举报人貌似违反了这一条。
违法者可能觉得，自己并没有侵
犯哪个具体的个人的利益，而职
业举报人明摆着让自己挨了罚。
这正是有奖举报违法的制度设
计，遭遇质疑最多的地方，似乎
它在激发人性之恶，也让那些原
本基于社会责任而做事的人，跟
着丧失了仅有的自豪感。

事实上，关于有奖举报，值
得关注却被忽视的，还有背后的
行政奖励伦理问题。有奖举报，
在行政法上属于行政奖励，或者
说是一种行政悬赏，是基于实现
特定行政目的，为履行行政职能

而实施的。职业举报人的存在，
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不拿工资只
拿奖金的“编外辅警”。这种“编
外辅警”越多，相关部门的罚没
收入也就越多。鼓励有奖举报，
因此很像是另一种“执法经济”
的套路。

我国目前并没有制定统一
的行政奖励法，行政奖励的财政
预算管理制度，并不特别规范严
密。需要防止拿公共财政做人
情，把本来应由政府办的事推给
社会，警惕政府部门有减轻自身
职责增加财政负担的倾向。就
拿查处违法来说，本来是相关部
门的事情，如果通过有奖举报豢
养一大批职业举报人，会不会事
实上把责任推给了社会，减轻了
相关部门的职责，乃至“躺着收
罚款”？这恐怕才是职业举报人
背后，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所在。

对于迈腾车主的道歉，我们无法坦然接受，毕竟，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法律何用？而且不难发现，他更像是在舆论压
力下被迫道歉罢了。我们接受知错就改，但前提是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比如拘留，比如吊销驾照甚至是终身禁
驾——— 毕竟，这种人上路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总有一天会炸的，与其坐等悲剧发生，不如终生禁驾以防其害人害己。

绘画 赵顺清 配诗 王继洋

中秋将至，各种大闸蟹礼品卡已开始热
销。这些制作精美、流转方便、兑换灵活的提
货券，成为礼品市场的活跃品种，近年来更是
出现了超发、空转的现象。蟹卡虽小，由此带
来的廉洁风险不容小觑。其中是否存在公款
购买行为？是否存在向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送礼的情形？ 据9月22日中新网

中秋流行送蟹卡，超发空转显浮夸。
廉洁风险莫小觑，监管不该睁眼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