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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
未映先火的魅力在哪
罗志华（医生）

《我不是药神》6月30日开启全国分时段超前点映，收获票务平
台评分9.7分的绝佳成绩。一部电影还没上映，就迎来几乎零差评；
在上海电影节的首次放映，更是引得观众纷纷飙泪——这就是宁浩
与徐峥第五次联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7月4日《北京青年报》

这部电影根据白血病患者陆勇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陆勇曾因
涉嫌贩卖印度抗癌药而遭起诉，后因千余名白血病病友签名为其求
情，最终法院对这起案件撤回起诉。写实的电影不少，但电影还没有
正式上映、仅仅在电影节上展映和分时段超前点映后，就能获得如此
好评，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

电影未映先火，与演技和画面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电影
内容客观真实，直面社会问题，能够引发广泛共鸣。换句话说，这部
电影的成功在于走群众路线，不仅描写基层民众真实生活和内心想
法，而且直击癌症患者看病难和看病贵这个民生痛点。一部贴近群
众生活的电影，当然更容易受到青睐。

癌症是最易受到关注的一类疾病，癌症患者的看病难与看病贵，
也极具代表性和指标意义。从情理上讲，当进口原研抗癌药的价格
高不可及、国外又存在质优价廉的仿制药时，若秉持尊重生命的理
念，应该允许患者自己获得这些仿制药。但从法理上讲，一切未经批
准在国内上市的药品都属于假药，贩卖假药属于违法行为，治病不能
成为违法的理由。当法理和情理出现冲突时，是以法理为重，还是以
情理为重，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这部电影抛出这对矛盾，引发人
们对这道难题的深入思考。

调和这对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让这些药在国内市场合法化，具体
的做法是，扩大抗癌药进口，并大幅降低价格，提升进口抗癌药的可
及性，使质优价廉的进口抗癌药很容易就能够获得。这段时间以来，
进口抗癌药持续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在这
些方面采取了诸多相应举措，譬如加快进口抗癌药在国内市场的上
市审批进度、实行零关税等。这部电影的推出时间正好落在了当前
这个关注热点上，走红具备了十分浓厚的舆论基础。

这部电影的魅力提前展露，也承载着患者对未来的期待。进口
抗癌药的价格高低，关税只起一部分作用，供需关系、议价机制、市
场竞争等，都对药品的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零关税等举措只是降
低进口抗癌药的开始，后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电影在这方面展现
出的期待，就是广大癌症患者的期待，能够说出许多观众心里话的
电影，自然更容易受欢迎。

产品追溯管理平台
不能“重建轻管”
张西流

商务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建设指南（试
行）》。该指南是在总结前期肉菜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经验的基础上，对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实质性推进。重要产品
包括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品、
稀土产品等种类。

7月4日《经济参考报》

食品溯源体系，听起来是一种高科技，但通俗地讲，就是给食品
实行实名制。顾客买到食品之后，只需扫描二维码，就能在手机客户
端查询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相关资料。如果食品实行了实名制，一
旦发现了问题食品，查找“真凶”就迎刃而解了。

众所周知，建立重要产品溯源平台，一方面便于卖方加强自我约
束，塑造自身品牌，培育固定客户群，另一方面，买方也减少了选购产
品的时间和成本。同时，对于促进市场诚信经营，确保产品质量安
全，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有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重建设、轻监管”，
过去肉菜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

以食品追溯平台为例，有媒体报道称，各地食品溯源体系标准不
一，由企业自建的食品溯源平台缺乏监管，变相衍生出了借助溯源码
鱼目混珠、以次充好的乱象。有的食品张冠李戴，乱贴追溯码；部分
原产地品牌的溯源码，变成了企业的牟利工具；有的品牌的溯源码被
大肆盗用和售卖，消费者能查到的溯源信息也是参差不齐。这显然
背离了建设食品追溯平台、维护食品安全的初衷。

因此，推进重要产品追溯平台建设，须规避“重建设、轻监管”等
弊端。目前，国内产品追溯系统的建立，尚处在蹒跚学步阶段，政府
部门应该选择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企业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到更
多的企业。同时，还要建立专门的产品可追溯系统治理部门，进行协
调与监管，不能任由企业自追溯或乱追溯。特别是，针对产品追溯乱
象，应进行专项整治；对于涉及追溯造假、售假企业，应实行首犯重
罚，再犯责令永久退出市场。

老师逼学生喝“烟茶”
不只是师德问题
陈广江

日前，河南洛阳市民郭先生向记者反映，他13岁的儿子小宝
（化名）在洛阳一家“新起点培训学校”上午托班。6月23日下午，
儿子和几名学生在午托班有抽烟行为，被生活老师发现并处罚。
处罚方式是逼迫学生喝烟灰、烟丝泡成的“烟茶”，导致两名学生被
送医院救治，确诊为“尼古丁中毒”。洛阳市西工区教体局要求涉
事学校7日内进行整改。 7月4日《大河报》

十来岁的孩子抽烟的确需要严加管教，家长、老师以及其他看
护人都有责任严管。但逼孩子喝所谓的“烟茶”，已逾越了正常的
管教范畴，严管无论如何也不是这个严法。别说培训学校的生活
老师，多数成年人都知道这种“烟茶”的毒害性，也知道这种处罚方
式是何等的阴损。往轻处说，这是赤裸裸体罚学生；往重处说，则
涉嫌故意虐待、伤害被看护人。

也许有人认为，老师如此惩罚犯错的学生，至少初衷是好的，
体现出了责任心，如果老师对抽烟行为不闻不问，可能会害了孩子
……打住吧，“初衷”不是一个万能筐，也别亵渎了“责任心”三个
字，逼学生喝“烟茶”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择手段拿孩子泄愤、逞威，
既逾越了师德底线，也挑衅着法治底线。平心而论，如果抽烟的是
你的孩子，你接受喝“烟茶”吗？

此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培训市场的种种乱象，这就说
来话长、一言难尽了。

自行车第一镇的凋零
不全是共享单车的错
江德斌

地处天津西部的王庆坨镇，被誉为“中国自行车第一镇”，在辉
煌的2010年，全镇的自行车年产销量占据全国产销量的1/8。巅
峰之后，小镇跟自行车行业一起开始走下坡路，小打小闹的家庭作
坊接连倒闭，工人失业，王庆坨渐渐凋敝。2016年下半年共享单
车的风口吹到了这里，共享单车订单如雪花般飞入王庆坨，陷入沉
寂的小镇一夜复活，镇子热闹非凡。一年半后，随着共享单车行业
进入寒冬，王庆坨迎来的是订单骤降、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7月4日《每日经济新闻》

如今资本的风口转向了，实力弱小的共享单车平台纷纷出局，
大量共享单车被闲置、废弃，沦为城市街头的“僵尸车”，遭到市民
和管理部门的批评。受到影响最大的，当属自行车生产厂商，在订
单量骤然消失之后，很多厂商无力维持生存，只能被迫倒闭，行业
再次堕入低谷。

“中国自行车第一镇”的凋零，不能完全归咎于共享单车行业
的洗牌，以及资本的炒作。需要看到的是，在共享单车兴起之前，国
内自行车行业因技术含量低、质量差、设计落后等原因，就已经走下
坡路了，共享单车给自行车行业打了一针“兴奋剂”，让其短暂获得
重生机会，并注入了新的管理模式、高新技术支持。显而易见，自行
车行业要想恢复辉煌，就要在技术、质量、设计、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由低端代工升级到高端品牌，才能真正成为命运的主宰者。

三江热议

街谈巷议

图说世相

投
稿
邮
箱nbwbplpl@ 163 .com

严勇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