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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六 项 每 一 项 ，都 直 指 要

害。这次算是打准了医药回

扣的七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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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法律规定，让每个

养狗人意识到养狗犯错需

要承担的代价，这样方有可

能让养狗人规范自身的养

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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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城

一件足以撼动整个医药行业的行动，在

悄然无声中展开。

2019 年 5 月 14 日，财政部监督评价局会

同国家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司，共同随机抽

取了 77 户医药企业检查名单。名单显示，复

星医药、恒瑞医药、步长制药、华润三九、同仁

堂、天士力等多家上市公司在列。这些都是

业界相当有名的企业，其中一些又是饱受诟

病的企业。

随后的 5 月 23 日，财政部以“加急”的形

式，宣布开展“医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

作”，其中要求“为核实医药企业销售费用的

真实性、合规性，对医药企业销售环节开展

‘穿透式’监管，延伸检查关联方企业和相关

销售、代理、广告、咨询等机构，必要时可延伸

检查医疗机构。”

这次核查之所以意义重大，在于核查的

重点是“医药企业销售费用”。医药企业销售

费用是一直饱受诟病的一笔开支，其中包括

了大量用于回扣以及贿赂的费用。羊毛出在

羊身上，最终还是要由中国的广大老百姓来

买单。这也是造成药价贵买药难以及医保资

金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这次的核查方式上，财政部要求做

到“穿透式”监管。“穿透式”监管，这一名词来

自于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监管

方式，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穿透式”监

管是一种实质性监管，要求穿透虚假的名目，

对销售业务和经费的实质用途进行监管。比

如有的药企销售经费是以学术会议的会务费

的名义支出，实际上却用于给回扣，推动销售。

据数据统计，2017 年 A 股制药板块共

171 家公司，销售费用共 1298 亿元，占总营业

收入的 25%，远高于其他行业。这与发达国

家药企科研占比第一，形成了鲜明对比。

2017 年 A 股制药板块共有 17 万销售人员，人

均销售费用 74 万元。据了解，销售费用中至

少有50%左右，用回扣的形式给了医生。在去

年的疫苗事件中，长生生物每年有5.8亿的销

售费用，占营收的37%，25个销售人员人均销

售费用 2300 多万。就在最近，连续有多起医

院领导以及医生拿药企回扣的事件被曝光。

医生回扣，不仅让医德医风荡然无存，还

严重影响到中国医药行业的进步。由于花了

大量资金在销售费用上，中国的医药企业可

以躺着挣钱，不愿意花更多的经费在科研上。

而与之相比的是日美欧的药企，他们的科研经

费占比达到 20%以上，在世界医药领域处于

绝对领先地位，中国药企只能仰其鼻息。

这一次，财政部出手的“穿透式”监管，特

别提到将重点查六个项目：销售费用列支是

否有充分依据，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存在以咨

询费、会议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各类发票套

取大额现金的现象；是否存在从同一家单位

多频次、大量取得发票的现象，必要时应延伸

检查发票开具单位；会议费列支是否真实，发

票内容与会议日程、参会人员、会议地点等要

素是否相符；是否存在医疗机构将会议费、办

公费、设备购置费用等转嫁医药企业的现象；

是否存在通过专家咨询费、研发费、宣传费等

方式向医务人员支付回扣的现象。

可以说，这六项每一项，都直指要害。这

次算是打准了医药回扣的七寸。

查药企账目，打到了医药腐败的七寸

近日，又有一起狗伤人事件发生。据上

游新闻报道，湖北宜昌一男子在小区遛博美犬

时，突然一条大黑狗蹿了出来，先咬伤了博美

犬，后咬伤了该男子的下体、左上肢等多处。

很多时候，狗伤人事件的核心原因都是

源于遛狗不牵绳，这起事件一样如此。细观

这一事件的一段监控视频可以发现，大黑狗

的主人不仅没有牵绳遛狗，甚至也没有随身

携带牵引绳。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说大黑狗

主人牵绳遛狗，那么大黑狗想要攻击涉事博美

犬，就会被主人拽住，后续相关事件就不会发

生。再退一步假设，如果大黑狗主人随身携带

了牵引绳，那么在大黑狗咬了博美犬后，及时

牵引约束，涉事男子也就不会被狗咬伤了。

作为养狗者，其实听闻了不少其他养狗

人对自己狗的评价判断，“我家狗很乖”“我家

狗不咬人”，但实际上，狗与狗之间总会因为

人类所无法理解的原因起冲突厮咬在一起。

从实际观察来看，如博美、泰迪等小型犬因生

来惧怕体积比其大的犬只，遇见时往往远远

就开始吠吼，容易“惹怒”大狗。而大家认知

里温顺的金毛一样也可能因为性别、气味等

原因俩俩“看不顺眼”而掐起来。故而，“我家

狗很乖”，我能掌控得住，就是一个伪命题。

人情绪失控时都能激情生事，更何况是狗。

因此，养狗人在遛狗时就必须做好预案，

如果狗和狗打架，该怎么处理？这不仅是保

护自己宠爱的狗子，更是为了不让无辜的人

受到伤害。答案很明确，只要时时刻刻牵绳

遛狗即可。且前文的两个假设也一样基于遛

狗时约束狗的行动范围才能成立，可见反反

复复重申的遛狗需牵绳是十分必要的。

只不过，在遛狗牵绳被无数次重申却收

效甚微的现实环境下，仅靠每个养狗人的自

律，显然是无法在当下让所有人都能够包容

狗和养狗群体。一个人的素质往往由其所作

所为体现，一个养狗者的素质也往往体现在

其遛狗时对狗是否约束、是否随手捡拾狗的

排泄物，以及遇事后的处理方法。

此事中，大黑狗女主人在男子被咬后，随

即拽着大黑狗（脖颈项圈非牵绳）离开再未现

身，只留下受伤男子一人躺在地上。这种情

况下，再谈道德自律社会规则如做无用功，而

一些城市的最严遛狗规定显然也未意料到这

种情形。虽然最终警方找到了大黑狗女主

人，但协调处理的解决方式，意味着这只是普

通的民事纠纷，属于侵权责任。换句话说，自

己家狗咬了人，赔了钱就完了，养狗人自身并

不需要担责。仅靠经济赔偿，同样无法教育

到当事人，以及警示所有养狗者要遛狗牵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约 4500 万人养

着 6300 万只狗的美国，就有直接涉犬的《恶

犬法案》规定，对于狗咬伤、咬死他人的行为，

狗主人将被视情节追查责任，严重情况甚至

可以判处入狱90天。

是时候考虑将遛狗不牵绳而导致的伤人

行为，纳入到现有法律的惩戒范围中来了。

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和约束养狗人的行为，本

质是尊重所有公民的私权，尤其是对于那些

不喜欢狗、不养狗的人而言，被狗咬伤就是无

妄之灾。因此，以法律规定，让每个养狗人意

识到养狗犯错需要承担的代价，这样方有可

能让养狗人规范自身的养狗行为。

遛狗不牵绳伤人，该立法来管了

二手车平台弄虚作假：
捡起芝麻，丢了西瓜

在网上发布虚假车源信息；声称通过专

业检测，事故车却屡见不鲜；篡改二手车数

据，隐瞒车辆真实情况⋯⋯宣称“没有中间商

赚差价”“深度检测有保障”的二手车平台本

应给二手车市场带来新气象，但在发展过程

中，一些平台受利益驱动，玩起弄虚作假的套

路，只会捡起芝麻，丢了西瓜，失去消费者的

信任。

二手车平台要想抓住市场机遇，必须坚

决摈弃弄虚作假的套路，利用互联网技术构

建信用交易体系，建立车源信息、车辆质检、

交易过户等二手车交易全流程的可追溯系

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

合法权益。 （人民日报-罗珊珊）

别让全勤奖
成了“吊着的胡萝卜”

5 月底，刘冬冬的几个好朋友计划请假

去外地游玩，提前避开端午小长假。虽机会

难得，但一想到 1 个月以来自己为拿全勤奖

所做的“牺牲”，她最终决定放弃请假。

刘冬冬感叹，全勤奖就是“吊着的胡萝

卜”，让人想说爱你不容易。

相关法规虽然没有对全勤奖出台强制性

规定，如何设计全勤奖，单位有一定的自主

权。然而，一旦全勤奖的操作规则当中，存在

与法规相冲突的地方，就需要通过行业自律

和劳动部门的监管，确保全勤奖不突破法律

的底线。在此基础上，还应尽量让全勤奖多

带点人情温度，少用减损福利的负面鞭策，多

用增加福利的正面鼓励，全勤奖方才对得起

这个“奖”字。

（燕赵都市报-罗志华）

捧杀甚于棒杀
“找矿专家”被吹捧之风刮倒了

“周边人对自己的评价高了，说好听话的

人也多了，自己渐渐地也觉得确实付出了很

多，组织给的各种荣誉是实至名归，‘名’的欲

望抬头了，‘名’的后面紧跟着就是‘利’。”在

媒体近日刊发的云南省有色地质局原党委书

记、局长郭远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剖析中，郭

远生的一番话，道出了不少贪腐官员相似的

忏悔。

捧杀比棒杀更厉害。事实也一再证明，

吹捧之风作为一种语言上的“贿赂”现象，

危 害 性 不 容 小 觑 ，党 员 干 部 应 当 严 加 提

防。唯有守正如初，不断增强政治鉴别力

和政治敏锐性，多听、善听“逆耳之言”，涵养

从善如流、容人容事的修为，方可不被吹捧之

风所左右。 （中国纪检监察报-佘子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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