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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34亿给河道贴瓷砖”？ 浪费老百姓血汗钱可耻
　　“应该贴金砖，不
贴金砖怎么配得上金水
河的名字？”这两天，
关于“河南郑州花 34 亿
元在金水河河道内贴瓷
砖”的消息，在网上引
发热议。（7 月 8 日 新
京报）
　　据招标公告和媒体
的报道，网传的“花 34
亿给河道贴瓷砖”的表
述确实不贴切。给人行
步道一侧的墙壁“贴瓷
砖”，只能算是郑州金
水河综合整治工程中极
其微小的一部分，之所
以遭到那么多网友和老
百姓的吐槽，还是与把
钱花到这种“面子工程”
上到底值不值，该不该
有关。
　　公告上说了，金水
河综合整治工程的建设
资金全部来自于财政资
金。财政资金说白了就
是纳税人的钱，是老百

姓一锄头一榔头辛苦劳
作贡献出来的血汗钱。
老百姓自然不能看着它
被肆意糟蹋。
　　财政资金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理当花
在刀刃上，用于改善民
生，造福民众。在老百
姓看来，自己勒紧裤腰
带过日子，家里可能都
不舍得贴大理石瓷砖，
凭什么政府部门却大大
方方地将它们贴到了河
道上？
　　“到底不是他们辛
苦挣的钱，花着一点也
不心疼！”这种突破常
人认知的事情，自然让
民众反应强烈，心生不
适，如鲠在喉，不吐不
快。
　　“不用大理石瓷
砖就花不完那些工程
款。”“咋不贴金砖，
改造完成之后河里面
就会流金水，我认为

值！”“郑州没有八达
岭，要是有的话估计也
敢贴瓷砖！”这些看似
调侃的戏谑，其实是民
众对当地政府和有关部
门草率施政行为的极度
不满，以及对其背后是
否涉及贪腐问题的强烈
质疑。
　　耗资这么大的一个
项目，也可以说是一项
民生工程，在立项审批
和实施的过程中，有没
有经过多方调研和充分
论证，有没有征询社会
各界和民众的意见，有
没有做到严格把关，科
学精准，切合实际？这
是把民生工程做成“民
心工程”所必须具备的。
　　如果仅仅像郑州
市城乡建设局解释的
那样，金水河综合整治
工程将结合场地条件，
降低绿道与河道常水位
之间的高差，着力解决

金水河亲水性不足的问
题，也就是说方便市民
“玩水”，那这部分钱
花得到底合不合理，不
言自明。
　　河道治理是城市
治理和改善城市环境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
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如果
真是为了减少水患灾害
发生，加强生态保护，
美化市容市貌，改善人
居环境，促进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支撑当地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
么在充分论证、科学规
划的基础上，本着“花
最少的钱办好最实在的
事”的原则，下气力整
治好河道，也无可厚非。
　　好钢用在刀刃上，
花钱花在裉节儿上。耗
费资源、乱糟踏资源的
做法不可取。事关民生
的医疗、教育、养老、
就业，衣食住行等等方

面，需要花钱和值得花
钱的地方还有很多。“给
河道贴磁砖”这种像女
人贴面膜一样可有可无
的事情还是要审慎，可
别随便忽悠群众它与水
利工程必然相关联。
　　那些心怀“有项目
有工程才有钱捞，花钱
才能达到发财目的”贪
念的官员，往往热衷于
打着“为民利民”的光
鲜旗号，不惜大兴土木，
挖城挖河，甚至不惜举
债搞所谓的城市建设。
各种名目的工程项目成
了他们贪污受贿、升官
发财的一种重要工具。
而他们做出的这些颠覆
世人认知的奇葩作为，
自然而然会引起社会关
注，迟早有一天会昭然
于世，最终将接受人民
的审判。

■首席评论员 董哲

让老百姓看不起病是社会最大的恶

　　网爆伊川县水寨卫
生院院长在开会时，要
求医生给每个病人都开
中药，理由是中药可以
自己私自加价。伊川县
卫健委调查组和县纪委
介入调查后，涉事卫生
院院长目前已被停职，
接受调查。（7 月 8 日 
环球时报）
　　在这些眼里只有经
济效益和个人利益的医
院院长身上，我们已经
看不到一丁点白衣天使
的模样，已经完全看不
到一位医者的良心。当
他公然给院里的所有医
生下达开药任务时，当
他能够大言不惭、直言
不讳地说出“中药可以
私自加价”这句话时，
他已经赤裸裸地把救死
扶伤的天职，当成了一
桩桩强买强卖的生意。
　　据媒体报道，这位
卫生院院长在会上表
示：“我们西医的用药
很好”，这言外之意就

是该院医生在给患者开
西药方面，肯定是遵从
了院方要求的“能用贵
的绝不用便宜的，能用
进口的绝不用国产的”
原则，结果自然是创收
效果很理想很满意。
　　大概是在西医方
面，该做不该做的检查
都做了，该开不该开的
西药都开了，也没太大
的开发和拓展市场空间
了，这些院长于是又把
他的罪恶魔爪伸向了中
医，毫不掩饰地说出：
“现在就差在中医，中
药是增长点，一人一副
50 元，一个人得 10 副，
出院 277 人，这样算下
来就是 10 多万。”
　　听听这位院长说的
话，看看他算的这笔账，
哪像一位医者，分明就
是一副无良生意人的嘴
脸。
　　作为一位医者和医
疗机构的管理者，不恪
守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

天职，把病患当亲人，
尽心尽责，用医者仁心
实践南丁格尔精神，反
而一心揣着私利，为了
营业额，不惜把病患当
成“提款机”、“摇钱树”，
把按人头按数量强行给
病患开药当成“经济效
益增长点”。
　　对于这种人，仅仅
停职调查是不够的，应
该吊销医师执业资格，
彻底清出医疗队伍，永
世不得做医生，甚至追
究其法律责任。
　　当然，绝对不仅仅
是这位院长，也不仅仅
是这家医院这么干。这
些年，过度医疗、天价
医疗早已不是新闻，医
疗卫生系统反腐一直在
持续，也是反腐的重点
领域。每天通报查处落
马的医疗系统领导、医
院党委书记、院长、科
室主任接连不断，甚至
连医生、护士长都有染
指医疗腐败。通报中的

这些人大多都是因为利
用职务之便在业务往来
中非法收受贿赂、回扣，
涉嫌违法违纪或者犯
罪。
　　那么，医疗变成了
买卖，是谁之过？笔者
以为现有的医疗体制和
医疗领域的腐败，恐怕
难辞其咎。在这样的体
制和环境下，各个医院
要自负盈亏，自谋生路。
医生的收入也与其接诊
量、检查检验量以及药
物使用情况，甚至是入
院率、病床使用率等等
挂钩。
　　在此情况下，医院
的管理者要承受着巨大
的经营负担，医护人员
也有任务压力，他们哪
还有心思和精力去给患
者好好治病呢？而他们
在单位又都拥有较大的
权力，地位十分重要，
甚至掌握着患者和药械
供应商的“生杀大权”，
如果他们滥用职权，违

规操作，以权谋私，借
机敛财受贿，势必导致
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引
发一系列的腐败问题，
损害患者的根本利益。
　　医疗体制改革和医
疗卫生系统的廉洁建
设，关乎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危，关
乎广大病患者的权益保
障，所以国家和政府不
仅要探索医改可行之
路，加大财政投入，还
应加强对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医疗行为的
综合监管，惩处医疗机
构及医务人员违法违规
行为，对医疗系统的反
腐败斗争常抓不懈，形
成常态化的监督查处机
制。同时，提高医疗质
量和服务意识，真正让
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得
到保障。

■首席评论员 董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