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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刘某和几位受雇者的

一系列行为，都是在认真履

行执法人员对他们的要求，

是在认真纠正自己违法安

装的后果；给纠正违法后果

的行为制造障碍并导致工

人死亡的，正是执法人员自

己。

很多乱象其实是我们寻求

“外挂”的因素所致，所以内

心的公正与公平的自律与制

度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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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央视报道了对郑州“城管抽梯”

致人死亡事件的调查。郑州航空港区综合执

法局副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执法人员抽走

梯子是为了“登记保存违法工具”。此话听来

冠冕堂皇，但经不住相关法律的衡量，也经不

住事实的对照、检验。

按照规定，“保存”也不是必须由执法机关

扣走证据。执法人员只须拍照就可以留存梯子

在执法现场使用过的证据。再说事实。1月23

日，“湘新图文广告”店主刘勤，雇用工人安装“鑫

港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这10个钛金字。因鑫港公

司没有取得广告牌的安装许可证，执法人员到达

现场后，要求施工人员停止安装钛金字。此时已

有4个钛金字安装完毕。按照执法人员的要求，施

工人员停止了安装施工，开始拆除已经安装好的

钛金字。这表明：在执法人员抽走梯子之前，违法

行为已经中止，事态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在执法人

员的督促下，施工方已经着手纠正自己违法行为

的后果；此时，升降梯的用途也随之改变了，由违

法工具转为实施合法行为的工具了。

事实表明，抽走梯子，不利于当事人纠正

自己的违法行为。因为切割钛金字用的砂轮

严重磨损，影响拆除进度。就在刘勤去买砂

轮离开现场时，执法人员抽走了升降梯。刘

勤去买砂轮的事实，执法人员是知道的。一边

嫌工人拆得慢，一边人为地给拆除工作制造障

碍。所谓执法的随意性还不够明显吗？如此

自相矛盾、前后不一，执法的严肃性又在哪

里？在这个案发现场，究竟是纠正违法安装的

后果重要，还是扣走违法工具重要？

刘勤买到砂轮赶回施工现场时，因梯子

已被抽走，就用绳子把砂轮吊上楼顶继续拆

除工作，拆除了 3 个钛金字。直到剩下一个

“鑫”字未拆除时，突然电源断了，拆除遇阻，

施工者欧某就拽着绳子想降到二楼查看电源

情况。当时已是傍晚，气温较低，在楼顶工作

多时，欧某身体有些发僵。欧某冒险绳降，也

是为了纠正违法安装的后果——央视所报道

的事实表明：雇主刘某和几位受雇者的一系

列行为，都是在认真履行执法人员对他们的

要求，是在认真纠正自己违法安装的后果；给

纠正违法后果的行为制造障碍并导致工人死

亡的，正是执法人员自己。央视镜头中那个

孤零零的“鑫”字，就是拆除受阻的结果；拆除

受阻，又与梯子被扣走有直接关系。

事发后当地有关部门一再强调抽走梯子

后施工人员可以由其他通道下楼，可以不采用

危险的绳降方法。这也是说不通的，明明眼前

有梯子可以利用，为什么要工人舍近求远？你

不是责怪工人拆除钛金字太慢吗？抽走方便上

下的升降梯，拆除工作不是更慢了吗？而且事

后在这幢楼中也没有找到其他通道可供下楼。

事实摆在那里，表明有关部门和人员既

不尊崇法律，也不把他人生命当回事。狡辩

越多，马脚露得越多：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罔

顾事实、逻辑混乱⋯⋯一句话：越描越黑。这

样做，不怕亵渎你头顶上的国徽吗？

“登记保存”，不能证明抽梯“执法”的合理

玩游戏的人都知道，外挂是指针对某一

款游戏而设计的、修改游戏中部分程序的外

部程序。继“吃鸡游戏”《绝地求生》被曝存在

大量外挂后，《跳一跳》也陷入外挂风波。买

个外挂，然后，你不需要苦练枪法，就能枪枪

爆头、甚至隔墙爆头，还能一跃 10 米、隐身、

透视、锁血、闪电瞬移⋯⋯神话世界里孙悟空

拜师菩提老祖，经历几重磨难才学会的 72 变

招数，如今只需要花费几十元就能实现，甚至

技术过硬的职业选手也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有时觉得很不可理喻：游戏本来是种让人

放松下的娱乐，可那种借助道具、自己根本不用

动脑子的游戏玩起来还有什么趣味？也有人认

为，外挂的推出，其实可以在魔道之争中可以反

促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如按此逻辑，网上盗取

支付宝网银账号偷钱、散播病毒的黑客也应当

大力支持喽？他们也是凭技术吃饭？

外挂其实就是一种作弊程序，它通过欺骗或

修改游戏程序达到作弊的目的。那些老老实实打

游戏的人，会因为对手大量外挂的存在而对游戏

失去兴趣，游戏开发商和运营者更是成了外挂最

大的受害者。因为使用外挂不仅会对服务器平衡

造成混乱，更重要的是，开发商辛辛苦苦开发出一

款游戏，可能因此无人问津，进而影响整个游戏产

业的积极性。毕竟游戏产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文化

软实力的体现，也是国家鼓励发展的一个产业。

《绝地求生》的创意总监曾放出这样的

话：99%的外挂来自中国玩家。我一直很奇

怪，为什么中国玩家特别热衷外挂？是我们

的监管条例很缺乏吗？非也，我们国家如今

对版权的保护是越来越重视，游戏也是版权

的一种类型。早在 2003 年，就有多部委在

《关于开展对“私服”、“外挂”专项治理的通

知》中明确指出“外挂违法行为属于非法互联

网出版活动，应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类似的

法律条文其实是很多并且也是健全的，可为

什么就是有这么多人置此不顾，制作外挂、购

买外挂？为什么国外这类情况就少很多呢？

游戏中有公平竞争的规则,虽然这种规则不

具备法律效力,但虚拟世界里的规则也是规则。

这么多人热衷于外挂，还是反映出我们对规则

的漠视，对公正公平原则的蔑视。这种漠视与蔑

视是阻碍现代中国正常运行的一大毒瘤。

很多人常常把一些不正常现象归结于监管

不力或体制问题。以教育为例，很多人常常要求

取消高考，但若高考指挥棒取消，又如何进行大

学的录取？如果借鉴一些成熟国家的推荐制与

考试相结合的方法，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成熟国

家不会出现的一个状况：每一个人提交的推荐信

以及社会实践表上，都会充满造假与溢美之词。

这些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外挂”？而这些另

类的外挂在平常生活中并不少见。

所以，如果每个人没有了深藏于心底的公正

与公平的自律，有再完美的体制，都会被找出漏

洞被人钻空子。很多乱象其实是我们寻求“外

挂”的因素所致，所以心底的公正与公平的自律

与制度一样重要。正如哲人所说：世上有比死亡

更令人们畏惧的东西，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内心

的道德律。我们不应容忍一个充满外挂的社会，

更不应容忍每一个漠视规则与公平的行为。

外挂如此疯狂，公平何在

医者说医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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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这场冬季流感，比以往来得更

早，也更猛烈，流行面积、感染人数，均显著超

过了既往三年同期水平。

客观地回顾这场病情的整个进展，还是

暴露了我们应急体系的脆弱和前瞻规划的缺

乏。在这场流感面前，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

方面可以值得我们反思：

其一、对流感的全民的健康宣教缺失。

这场流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每年的 11

月份都是中国流感的流行季节。既然在预料

之中，发病时间长达 3 个月，给了公卫体系充

分的反应时间，公卫专家有没有在各种场合发

声告诉民众：不同于往年的 SARS，这场流感

传播途径主要是呼吸道，多喝水，多吃水果，补

充维生素就能抵御病毒，一般的抗生素反倒无

效，多洗手，戴口罩，完全可以保护。只有极少数

病人有严重并发症等才需去医院处理等等这些常

识，民众反应还会是从漠不关心到惊慌失措吗？

其二、高层医学界缺乏统一的临床路径

和治疗指导方案。尽管现在提倡个体化的精

准治疗，但是，根据大数据由专家队伍提出一

个基本统一的临床路径类似的治疗指南还是

非常必要。在这阵病情面前，出现了抢购疫苗

和流感“神药”奥司他韦即达菲的现象。疫苗

和“神药”真的这么有效吗？普及下医学常识：

1、发热是人类对付病毒、细菌的最佳自身防护

体系，不超过 39 度，绝对不能干预，否则你的

免疫系统永远无法得到有效锻炼。知道了这

个你还会去医院购买退烧药吗？2、流感疫苗

只能针对少数几种类型的流感，持续时间很

短，如果你知道世界上有近百种常见的流感类

型，并且还在不停变异产生新的类型，还去花

钱接种吗？3、达菲只是能够抑制新生的流感

病毒离开宿主细胞，从而控制病毒在人体内的

传播，起到治疗流感的作用。但是，世界上一

些顶级专家现在质疑这个“神药”的效果了。

《抗流感神药奥司他韦该走下神坛了》指出：

“神药”脱销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的过度恐慌和

药物的滥用。达菲是世界范围内被批准的第

一款抗流感病毒的药物，可用于重症流感患

者，但大多数的流感患者并不需要抗病毒药物

治疗。如果过度使用，会加大这一药物的抗药

性。知道这你还会想方设法去购买“神药”吗？

其三，公开透明和及时告知。现在是自

媒体时代，民众对信息的知情权非常关注。只

有及时、公开、客观的信息公开，才能赢得民众

的充分理解、支持和配合，才能避免不必要的

恐慌。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信息公开是一切

流言蜚语的最好终结者。

2017 年的一场流感，比以往来得更猛了

些。但这场流感，带来了我们对公卫体系的

更多思索。科学合理的应对，应该是各种方

法多管齐下，而不是寄托于几个“神药”或者

疫苗身上。希望我们能从容不迫地应对

2018 年、2019 年等等以后的所有流感。（作者

为浙江大学医学院康复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

这场流感，是否比往年来得更猛了些

这场流感，带来了我们对公卫

体系的更多思索。科学合理

的疫情应对，应该是各种方法

多管齐下，而不是寄托于几个

“神药”或者疫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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