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駱沙鳴看來，「過度醫療」也是醫患矛盾難以協調
的一部分，但當前醫患關係緊張，又缺乏一套比較合理
的調解機制來解決，醫生為免責就可能給病人進行各種
檢查，無形中增加費用。若是慢性病、疑難病、惡性
病，將更陷入惡性循環，醫患矛盾更加不可調解。
因此，醫患之間的溝通就更為重要，駱沙鳴指出，現
在醫學模式是生物心理社會的醫學模式，對患者進行健
康教育、包括住院術前的談話溝通都是必要的，以免患
者心理扭曲，出現一些過激行為，造成矛盾糾紛加劇。
他認為，應將醫療保障重點放在預防和康復上，不要

把有限的醫療資源耗費在檢查與治療上。實行精細化管
理、多元化服務。中醫強調的是治「未」病，就是預
防、防範還沒有發生的病或者小病，早發現、早治療，
醫療費用會少；一旦發展為重症，社會、家庭和個人的
治療成本大，病人和家屬也不滿意，這也是造成很多過
激行為的根源。

引入「第三方」機制
「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出現問題，直接找醫院、找醫生
其實是不合理的。」醫生出身的駱沙鳴無奈地說，這對

醫生的工作造成困擾，亦是對人身安全的威脅。
駱沙鳴建議，加強制度設計，分階段、分步驟將醫療
責任保險強制推開，通過保險體制來化解矛盾，一旦有
糾紛，通過第三方機構來鑒定，糾紛的醫患之間少見
面，只要各方機制健全，理賠的難度降低，讓受害者、
患者都得到應得賠付，各方利益均有保障。
駱沙鳴說，也可讓一些社會資金、慈善機構介入，建
立多層級的救助保障機制，對大病費用進行統籌，對一
些特殊病種、罕見病種等提供救助，給患者及其家屬更
多安全感，也能緩解醫患矛盾。■■駱沙鳴深入基層調研駱沙鳴深入基層調研。。 本報福州傳真本報福州傳真

避免「過度醫療」倡建醫患調解機制

駱沙鳴:醫改永遠是進行時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黃瑤瑛）針
對近年來醫患糾紛頻發這一現狀，全國政協委員駱沙
鳴和蔡國斌於去年全國「兩會」上提出的《關於加快
醫療體制改革有效促進我國醫患關係和諧共贏》提案
被評為全國政協重點提案，引起多方關注。
提案指，「以藥養醫」「過度醫療」是造成醫患
矛盾加劇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有效化解醫患糾紛，
加快醫療體制改革已刻不容緩。駱沙鳴日前接受本
刊專訪時表示，看病難、看病貴是現今內地一個普
遍存在的現象，要解決看病難、看病貴難題，關鍵
在醫改。
「醫改是個世界性難題，目前還沒有成功的模式，
永遠是進行時。要針對不同國情、市情來處理醫改進
程，協調各方面關係，不斷提升普惠性醫療的覆蓋面

和福利性標準。」駱沙鳴解釋說，因為歷史欠賬太
多，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投入不足，像一些醫療人才的
配置、醫療設備、基本醫療的保障體系還不能充分體
現公平。此外公立醫院及專科醫院的醫療資源配置不
盡合理，無法滿足多元的社會醫療需求。

廢除「以藥養醫」
駱沙鳴告訴記者，醫患血案雖然只是個案，但頻

發說明30多年來中國醫改不完善、醫患矛盾在日益
激化。
針對現今普遍存在的「以藥養醫」問題，駱沙鳴

建議政府應保障公立醫療機構的運行經費，加大對
醫療用房、設備、人才、技術、管理等能力建設要
素的投入，由此解決病人看病貴、因病返貧的現

象，以避免醫患關係緊張。藥品零差價是一種改革
嘗試，要建立合理藥物價格體系和醫療服務價格形
成機制，改革不合理的藥品招標制度和醫保目錄形
成制度。並加大政府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公共性的
體現，逐年提高投入機制。
駱沙鳴認為，政府給公立醫院的全額撥付太少，

醫院日常的運營成本大都靠醫院自己解決，醫院要
生存、要運轉，就要有創收，一部分錢就是依靠出
廠藥物加價利潤獲得，這些成本必然轉嫁到病人身
上。
他並表示，給藥品一個合理的利潤空間是被允許

的，要遵循市場規律，這是國際慣例。但應杜絕藥價
虛高，可以把合理利潤用在藥物損耗、贊助一些學術
活動或者是健康教育方面，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駱沙鳴在義診。 本報福州傳真

■當地孩子在簡陋的教室裡讀書。 本報蘭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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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協人民政協的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從工農共和國到人民共和國 宿正伯

連載連載2020

■今日瑞金。 資料圖片

■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資料圖片

■甘肅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冉萬祥（右四）會見計艷莉（右二）等來自香港的甘肅省政協
委員。 記者肖剛攝

去年，計艷莉通過本報在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捐建
了一所學校，而該縣恰屬於國家扶貧開發重點

縣。「比較遺憾的是，因為父親患病處於術後康復期，
母親的身體亦不是太好，公司的大小事務落到我一個人
身上，一直沒能抽出時間到捐建的學校去看一看，了解
老師、學生的需求，從而更好地幫助他們。」計艷莉
說，「希望今年能抽出時間看望山區學童。」

「一家三委員」
計艷莉的父親計佑銘是前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志成

國際集團董事長；母親魏鳳英則是貴州省政協常委、
集團副董事長，無論在西南地區的貴州，還是遠在高
原的青海，都有計佑銘和魏鳳英投身慈善的身影。

受父母影響，計艷莉甫一擔任甘肅省政協委員，即
捐贈50萬元人民幣在甘肅興建了一座老人院。計艷莉表
示，隨着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甘肅不僅面臨老人的贍養
問題，還有貧困問題，希望能通過實際行動帶動更多香
港慈善團體關注甘肅，尤其是農村老人的贍養問題。
在2013年甘肅省岷縣漳縣6.6級地震中，計艷莉又代
表「一家三委員」通過本報捐款30萬元，支援抗震救
災。目前，計艷莉一家對甘肅的捐款已逾百萬元。「父
親在沒生病前，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慈善事業。從小耳
濡目染，我想把父親的慈善之路繼續下去。」計艷莉說。

建言物流業促甘肅開放
此次參加兩會，計艷莉與其他港澳委員共同準備了

一份促進甘肅物流業發展的提案。「因為公司業務多涉及
歐、美、澳洲國家，所以考慮騰出一部分精力嘗試物流產
業。」計艷莉說，「加之擔任政協委員後，了解到甘肅經
濟發展落後，因此考慮通過物流帶動經濟發展。」
提案指出，2014年，甘肅省開通蘭州至迪拜、新加

坡、第比利斯3條國際航班，2015年還將開通蘭州至俄
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國的國際航班。隨着蘭州中川機場
2號航站樓建成、蘭新高鐵開通運營、蘭州高鐵站正式
啟用，蘭州無疑會成為西部物流的重要交通樞紐。
計艷莉表示，希望蘭州至香港的直航能快速開通，

一旦開通，必然加強甘肅與珠三角地區交通物流網絡
的連接，更利於甘肅承東啟西，借助絲綢之路經濟帶
建設擴大開放。

計
艷
莉

「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扶貧不僅僅要捐款，更要了解當地教育的現狀和需求。我所了解的情況是貧困山區與城市教育之間的差距非常大，縮小城鄉差距、改變

貧困面貌，為貧困山區創造優良的讀書環境是斬斷窮根最有效的辦法。」甘肅省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議會副主席計艷莉說。多年來，她為甘肅地震救災和建設老

人院、山區學校建設捐贈多筆善款。計艷莉日前在出席甘肅省「兩會」時告訴記者，今年她將繼續關注貧困地區教育，在捐資建校完善「硬件」的同時，更加注

重貧困地區師生在知識增長、眼界開闊方面的「軟件」培訓，「軟硬兼施」開展教育慈善項目。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肖剛、魏占興

袁文才、王佐之被錯殺，原因錯綜複雜。由來已久、結
怨甚深的土客籍矛盾，袁、王二人的心高氣傲、桀驁不
馴，彭清泉、彭德懷等人的偏聽偏信、疏忽大意，都是重
要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當時中共中央對非工農階
級的認識甚是偏激。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了《關
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與土匪或類似
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
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
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
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
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
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
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決不能置
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這便為排擠、殺害袁文
才、王佐提供了政策依據。
毛澤東在井岡山傳達六大精神時，刻意迴避了袁文才、

王佐。其後，又與朱德、陳毅等領導人達成共識，認為袁
文才、王佐作為綠林好漢，不能與土匪相提並論，並採取
恰當措施保護了袁、王二人，但在毛澤東離開井岡山的時
間裡，發生了激烈的爭鬥，最終導致袁、王二人遇害。
無獨有偶。與鄧小平、張雲逸、韋拔群等一起領導百色

起義的著名將領李明瑞，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井
岡山反圍剿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立下了不朽功勳，
但也因曾是國民黨將領而在1934年「肅反」運動中被錯
殺。持續四年之久的「肅反」運動，正是中共早期左傾

「關門主義」佔據主
導地位的結果，其發
動並非毫無緣由，但
卻在某些地區和軍隊
嚴重擴大化，時任紅
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
向前曾在回憶中悲痛
地說：「將近三個月
的『肅反』，肅掉了
二千五百名以上的紅
軍指戰員，十之六七
的團以上幹部被逮
捕、殺害。」 1934
年7月，意識到重大
失誤的中共中央發出
關於停止「肅反」的
指示，運動方告結
束。

從政權建設的角度看，「肅反」擴大化這樣的沉痛教
訓，與新民主主義在早期發展階段的理論不成熟以及政權
建設的「太純潔」密不可分。工農民主政權、工農紅軍，
特別強調「工農」之主體地位，固然得新民主主義之要
義，但也未嘗無忽視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中間階
級之遺憾。打土豪、分田地等土地革命政策固然有利於爭
取大多數，但也未免有泥沙俱下、忽略開明紳士作用之瑕
疵。
遺憾與瑕疵，何處不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光芒並不

因此而稍減。誕生於1931年的蘇維埃政權，創造了中國
共產黨政權建設的第一個輝煌。1935年，第五次反圍剿
失敗後，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瑞金自此成
為歷史記憶中的革命聖地。
1935年12月，已經到達延安的中共中央，面對全民抗

戰的新形勢，決定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
人民共和國」。一詞之差，意味着政權不再僅僅歸屬於工
農，而應歸屬於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黨派。這一改
變，不僅僅是應對抗日形勢的權宜之舉，本質上是對新民
主主義理論及其指導下的政權實踐認識
的真正深化。在中共民主政治建設中享
譽中外的「三三制」政權，隨之登上歷
史舞台。

■李明瑞（1896～1931）,曾任中國工
農紅軍第7、第8兩軍總指揮，1931年
5月任紅軍第7軍軍長，同年10月在
「肅反」擴大化中被誣陷殺害，1945
年獲平反昭雪。 資料圖片

■計艷莉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記者肖剛攝

「軟硬兼施」做慈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