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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遗体捐献善后工作需要人性化关怀
 　　三年前，四川宜宾
筠连县云岭村村民杨家
珊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
去世。生前，家庭贫困
的杨家珊得到热心人士
资助治病，无以为报，
这位山区女子临终前决
定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
用于医学研究。成都医
学院接收了杨家珊的遗
体用于教学，此后火化。
捐献期届满后，4 月底，
一直惦记着女儿杨家珊
的父亲杨正贵与成都医
学院取得联系，希望杨
家珊入土为安让接收单
位送回骨灰。但得到的
答复是“遗体捐献者的
骨灰只能是亲属自行领
取”。（5 月 21 日 红星
新闻）
 　　深受传统文化影响，
对遗体捐献这样的事，

绝大多数人从内心上是
拒绝的，甚至还有人觉
得晦气，所以，生命从
消亡到入土为安仍然是
绝大多数人的传统选择。
而与之相对的遗体捐献
事件，在生活中还是极
为少见，也就是说这样
的决定普通人不易做出。
特别是为了回报感恩社
会，以将死之身作为捐
献回馈，此种爱心不仅
该被社会所弘扬，更该
被世人泛为传扬。然而，
杨家珊的遭遇再次将“遗
体捐献”这个“沉重”
话题推入人们的视野。
 　　据了解，全国各地
的遗体捐赠条例，对于
遗体捐赠的善后事宜并
无统一规定，而事发地
四川也未出台遗体捐献
条例，对于使用后的遗

体骨灰如何交接没有明
确依据，“既没有规定
接受单位送，也未规定
家属自己取”。
 　　杨家珊的苦，是逝
人捐献遗体之“苦”。
这难道不算“苦”吗？
于法无据，相关制度空
白，捐赠者只知道按程
序捐，死了不知道何去
何从？能否“安息”都
是未知数。我们不禁要
问，遗体捐献如何让亡
者安息，更让生者安心？
杨家珊的遭遇引发网友
热议的同时，相关部门
的工作职能和社会责任
也不断遭到民众的质疑。
本意是将自己的遗体捐
献，作为感恩社会的最
后努力，以让爱心留下，
今生得以善终。她把自
己按程序捐献了出来，

成都医学院也进行了接
收和使用，从条条款款
上来说，成都医学院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
没有哪条规定是要求遗
体在使用完过后要送回
的，但从情理上讲却不
尽然。暂且不说社会责
任，也不谈人性关怀，
苦命女孩杨家珊患病十
多年，生命终结前以捐
献遗体的方式对自己的
人生进行了善终，而接
收者和使用者却以包接
不包送的方式来应对。
 　　众所周知，国内遗
体捐献遇冷，主要原因
还是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和影响。随着社会发展，
部分人的观念也在逐步
转变，大部分人都在以
一种平和的心态来接受
遗体捐献。

 　　通过杨家珊捐献遗
体的个案遭遇，可以看
到完善遗体捐献善后工
作机制，不仅需要查漏
补缺更需要人性化关怀。
相关法律条款的空白，
导致相关部门在遗体捐
献中堂而皇之机械操作，
既丢掉了自己的颜面，
又伤害了捐献者情感，
不仅不利于爱心传递，
更不利于谐社会共建。
特别在相关制度构建完
善中，主管部门应充分
考虑到捐献者本人和捐
献者家属的心理因素和
实际影响，要从最基本
的人性关怀入手，让捐
献者本人以及家属，既
体会到政府的贴心照顾，
又感受到接受、使用单
位的细致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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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8 日，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
管理局针对近期“95”
号码和移动转售业务
“170”“171”等号段
拨打骚扰电话，严重扰
民、群众举报投诉居高
不下等突出问题，分别
集中约谈了 20 家呼叫中
心企业和 10 家移动转售
企业。(5 月 19 日 江南都
市报 )
 　　此前，国家市场监
督总局办公厅也印发通
知，决定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
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

“守护消费”暨打击侵
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
行为专项执法行动。这
次要求治理的“多发高
发的重点行业和领域”，
像房产租售、小贷金融、
保险基金、装饰装修等，
都属于骚扰电话“重灾
区”。
 　　整治骚扰电话重在
“真打实打”。不少省
份的通信管理局也随即
出手，如江西省从即日
起，电话用户如未经他
人同意，拨打商业广告
电话，其名下所有的电
话号码将被停机。与此

同时，江西省还实现省
内三家通信运营商，骚
扰电话联合惩戒，实现

“一家受限，三家受限”。
 　　谈到骚扰电话，笔
者最有发言权。我是一
名老移动用户了，经常
接到陌生号码打来的骚
扰电话。骚扰电话不是
可购房、就是可装修，
不是可用钱、就是可买
保险……最让人气愤的
是，骚扰电话那端的人
丝毫不顾时间、地点与
场合，总是搞“突然袭
击”。有时你正开会或
吃饭，或午休……一个

营销电话打过来，休息
就受到了干扰。
 　　凡是手机用户，相
信大家都遭遇过这样的
“待遇”，有时候烦得
摔手机的心都有。欣闻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通信管理局该出手时
已出手，采取强有力措
施治理骚扰电话，让用
户耳边清清静静，真是
大快人心！
 　　整治骚扰电话与骚
扰信息，要较真严罚。
只要相关部门从一个手
机用户的举报入手，先
查一查这个号码的拥有

者是谁，在实施怎样的
骚扰行为？再查一查这
个号码是哪一家运营商
帮助其接入的？按照“谁
接入谁负责”原则，一
路追下来，让法规在专
项执法行动中真正露出
“牙齿”，骚扰电话与
骚扰信息再多都能“治
愈”。
 　　只有通过“较真”
来体现认真，在一件一
件的小事中体现出来，
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才
能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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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骚扰电话，让用户耳边清静

上头条，找华早

 　　5 月 21 日，有济南
网友爆料称，自己 5 月
20 日早上 7 时许驾车行
驶到济南旅游路港九路
交叉口时，用右手摸了
一下脸，结果被电子交
警抓拍成了打电话。在
该网友晒出的电子警察
抓拍图像中看到，该男
子在驾车时，右手手指
弯曲放在脸颊边，姿势
的确与打电话类似，但
是手中并未握有手机等
通讯设备。而在该男子
的交通违章处理平台上，
已经出现了“驾车接播
手持电话”的记录，记
录显示记 2 分罚款 50 元。
（5 月 22 日《北京青年
报》）
 　　开车打电话、玩手
机，是一种危险驾驶的
交通违法行为，不少交
通安全事故都是由此而
引发。我国现行交通法

规中明令禁止开车使用
手机，被电子警察抓拍
记录在案，记分、罚款
将没有商量。而济南这
名网友显然有些冤枉，
他在开车途中用右手摸
了一下脸颊，却被电子
警察误判为开车打电话
而抓拍下来。笔者认为，
电子警察难免也有出错
的时候，交警部门针对
当事司机的异议或申诉，
应当及时核查清楚并予
以纠正。
 　　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明确规定，开车
时使用手机是违法行为，
可处以 200 元以下罚款、
扣 2 分的处罚。由于违
法成本比较低，不少司
机开车打电话、玩手机
的陋习依然不改，一旦
引发严重交通安全事故，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重
大损失，再来后悔就已

经晚了。因此，对开车
时使用手机交通违法行
为的处罚力度，还需要
进一步加大，如果能像
严查酒驾一样，情节严
重可以入刑追究刑事责
任，才能有效遏制这种
交通违法行为。
 　　电子警察一般是交
警部门设置在交通要道
和路口等处，用来抓拍
交通违法行为的监控设
备。电子警察取证准确、
迅速，管控范围广，可
以全天候工作，从而增
加交通管控时间、弥补
警力不足，在日常交通
管理中起到不可替代的
作用。然而，再先进的
科技设备也有“打盹”
出错的可能，电子警察
把摸脸动作误判为违章
“打电话”而抓拍下来，
显然是小概率的事件，
属于一种正常现象，不

必大惊小怪。但纠正这
种误判，还需要进行人
工核对和甄别。
 　　试想，如果让交警
部门组织人力对抓拍的
每一起交通违法行为都
进行人工核对，保证百
分之百准确再上传到交
通违章处理平台上，不
仅工作量十分巨大，还
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
等资源，显然是不现实
的。这就要求当事司机
发现抓拍有误后，及时
向交警部门提出异议或
申诉。尽管有可能“误伤”
懒得去申诉的司机，但
毕竟只是极少数，总比
日常要消耗大量的人力
等资源要好。济南这名
网友提出异议后，假如
当地交警部门不去核查，
坚持认为电子警察抓拍
不会出错，则是一种不
作为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令人欣慰的是，济南交
警对该网友反映的情况，
通过电警设备拍摄的视
频进行了核对，确认该
网友确实没有接打电话，
只是摸了脸，目前已撤
销了对该网友的抓拍记
录。
 　　司机开车摸脸变
“打电话”，是电子警
察抓拍交通违法行为中
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尽管这是一起抓拍乌龙
事件，也将提醒广大驾
驶人员，为了自身和他
人的交通安全，一定要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做
到自觉守法出行，开车
途中不打电话、不玩手
机，从而营造一个安全、
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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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警察抓拍乌龙事件也是安全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