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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 17時 50分，貴州盛華職業技術學院2017級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吳花燕因病在貴州醫
科大學附屬醫院經搶救無效去世，時年24歲。吳
花燕是貴州松桃沙壩河鄉茅坪村炮爐山組人，4歲
母親離世，18歲時父親也因病去世，從此吳花燕
及弟弟吳江龍在伯父家生活。報道指出，當地黨委
政府於2014年將她家列入扶貧對象，享受了教育
資助、醫療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易地扶貧搬遷
政策。
據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介紹，吳花燕死亡原
因經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多次組織全院多學科會
診，考慮早老綜合徵（HGPS），由此引起嚴重
心血管及瓣膜病變，於1月13日出現心功能衰
竭，經搶救無效不幸去世。「謝謝大家，謝謝所
有幫助我的愛心人士，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大家對
我們的好。」吳江龍對姐姐三個多月前在治療期

間充滿感恩和希望的話記憶猶新。

中華兒慈會赴貴核實善款
另據新京報報道，針對社會對籌款機構「9958
兒童緊急救助中心」（下稱「9958救助中心」）
百萬善款只轉給吳花燕2萬元的質疑，1月15日下
午，9958救助中心的業務管理方——中華少年兒
童慈善救助基金會（下稱「中華兒慈會」）表示，
該會已派調查組前往貴州，目前近百萬善款仍在該
會賬戶上，善款使用等後續情況需等調查組核實後
再做通報。
吳花燕生病住院，經媒體報道，政府、學校、
公益組織等紛紛為其提供救助。其中，9958救助
中心為吳花燕籌得100餘萬元善款，但僅將其中的
2萬元轉款，用作吳的治療費。9958救助中心為中
華兒慈會旗下的七大自主項目之一，而中華兒慈會

是民政部直管的公募基金會。

善款後續使用及時對外通報
該會品牌傳播部負責人孫丹丹回應新京報提問

說，為吳花燕籌款上百萬元是準備用作不同的費
用支出，包括手術、ICU等費用，「我們當時籌
款也是想讓她接受治療盡快康復起來，但是她的
身體狀況一直達不到做手術的條件，結果未如人
願。」
孫丹丹表示，目前，9958救助中心為吳花燕籌
集的百萬元善款仍在中華兒慈會的賬戶上。至於接
下來的善款使用等後續問題，孫丹丹表示要與吳花
燕家屬、醫院等各方面進行溝通。昨日，中華兒慈
會、9958救助中心成員組成的調查組已前往貴
州，「要看看後續工作怎麼開展，有最新進展會及
時對外通報。」

人民日報評論微信公號昨日就事件
發表評論說，一個鮮活生命的離開，
本就讓人悲痛難忍。更難過的是，逝
者尚未安息，家人還在心痛，這件事
就引致關於救助、慈善、愛心等方面

的諸多質疑。目前，發生在吳花燕身上的「慈善風
波」並未完全清晰，相關報道是否片面誇大，吳花
燕是否得到及時救助，善款眾籌是否合法合規，
9958兒童緊急救助中心為何籌得百萬善款才打過去
2萬，餘下的善款怎麼處理……面對網上洶洶輿
情，這起慈善事件如今真的需要一一細細核查，相
關部門也應該認真對待、嚴肅回應。

文章說，「虛假募捐」「消費悲劇」到底有沒有
發生，在多大程度上發生？需要權威部門的深入調
查，倘若確有其事，一旦觸犯相關法律，必須嚴懲
不貸，以儆效尤。這起事件也警示所有從事公益事
業的人們，愛心首要是心正，慈善關鍵要經得起推
敲，不能成為以愛為名的別有用心。

社會充滿了善意，但重要的是，善意需要用對地
方、用好力度，才能釋放出最大正能量。可惜的
是，吳花燕生前曾因媒體對自己的報道而感到不開
心，因為有些內容過於偏激、誇大、不真實，以至
於她自己承受巨大壓力。或許其中有不少良好出發
點，希望她能夠盡快得到更好救助。但是，愛與善
都不是盲目的行為，更不能以此來大做文章、肆意
包裝，乃至忘了「愛心因何出發」。救急於危難，
救人於水火，不是比拚「集善排行榜」，而是要有
恰到好處的善心、務實可貴的行動、實實在在的效
果。

文章說，人們願意相信善良永存，更願意看到制
度完善。這些年來，慈善與救助事業在中國飛速發
展，互聯網平台也成了重要渠道。很多人通過這一
渠道得到救助，也有一些人因此陷入風波，「眾
籌」成了「亂籌」。但是，慈善是沒有圍牆隔擋
的，互聯網也是開放的，每一次慈善捐助都會被置
於「放大鏡」下檢視，人們一次次的質疑、追問與
討論，都是在分辨是非真假，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於推動網絡慈善的完善、救助事業的進步。當然，
慈善與救助事業發展的過程，既是制度完善、法律
健全的過程，也是慈善教育、愛心普及的過程，
「大眼女孩」「冰花男孩」就讓人們看到了多元的
途徑與慈善救助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善良需
要呵護，制度務須健全，社會信任需要在公序良俗
的正軌上築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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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花燕遺體捐獻給貴州醫
科大學基礎醫學院人體解剖
學教學實驗中心，供教學、
科研及醫療之用。圖為遺體
捐贈儀式。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家衛
生健康委員會昨日發佈消息強調，各地要
採取多舉措提升兒童血液病、惡性腫瘤
（以下簡稱「兒童重大疾病」）救治管理
水平，完善綜合保障制度，切實降低兒童
重大疾病醫療費用負擔。

降低兒童重大疾病醫療費
兒童血液病、惡性腫瘤病種多、治療難
度大，一般治療周期長、醫療費用高，給
患者家庭帶來沉重負擔。國家衛健委當日
發文指出，兒童健康和相關醫療衛生服務
是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民生問題，要進一
步做好兒童重大疾病救治管理工作。
國家衛健委要求，各地應摸清轄區內兒
童重大疾病醫療資源、救治保障能力現
狀，圍繞建立健全診療體系、提高救治管
理水平、完善綜合保障制度等，制定完善
救治管理工作實施方案。着力減少跨省異
地就醫，解決民眾就醫實際困難，切實降
低兒童重大疾病醫療費用負擔。

建立多學科診療工作機制
此外，應完善診療協作機制，根據不同
病種制訂相應協作組工作制度，簡化就診
手續，使民眾「少跑腿、不跑腿」。相關
醫療機構要建立多學科診療工作機制，按

病種明確牽頭專業，做到患者診療全程
「有人管、不間斷」。提高民眾對診療協
作機制的知曉率，避免盲目就醫。
國家衛健委還指出，各地要及時分析外轉

患者病種結構，加強薄弱學科能力建設，通
過區域醫療中心、醫聯體建設、對口支援等
措施，補齊醫療服務體系短板。要成立相關
病種診療專家組，強化醫務人員培訓，持續
提升本地區兒童重大疾病診療能力和水平。

內地多部門此前印發文件，將發病率較
高、診療效果明確、經濟負擔重的10個兒
童重大疾病病種作為首批救治管理病種。
2019年8月，內地確定了首批113家兒童
血液病定點集中救治醫療機構和77個實體
腫瘤診療協作組。截至2019年11月，內
地共有超過5,000例兒童血液病、惡性腫
瘤患兒被納入監測管理體系，實行有效的
全程疾病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教育部昨日對外發佈《關於在部
分高校開展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
點工作的意見》（下稱「強基計
劃」）。2020年起，原有高校自
主招生方式不再使用。

突出基礎學科引領作用
「強基計劃」主要選拔有志於

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且綜合素
質優秀或基礎學科拔尖的學生。
突出基礎學科的支撐引領作用，
由有關高校結合自身辦學特色，
重點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
及歷史、哲學、古文字學等相關
專業招生。
「強基計劃」起步階段的試點

高校共36所，包括北京大學、中
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中
國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
高校根據有關拔尖創新人才培

養需要，制定「強基計劃」的招
生和培養方案。考生參加統一高
考和高校考核後，高校將考生高
考成績、高校綜合考核結果及綜
合素質評價情況等按比例合成考
生綜合成績（其中高考成績所佔
比例不得低於85%），按綜合成
績由高到低順序錄取。
對於極少數在相關學科領域具

有突出才能和表現的考生，有關
高校可制定破格入圍高校考核的
條件和辦法，並提前向社會公
佈。錄取考生的高考成績原則上
不得低於各省（區、市）本科一
批錄取最低控制分數線（合併錄
取批次省份應單獨劃定相應分數
線）。

導師制小班化培養模式
高校對通過「強基計劃」錄取

的學生單獨制定培養方案，採取
導師制、小班化等培養模式。暢
通成長發展通道。對學業優秀的
學生，高校可在免試推薦研究
生、直博、公派留學、獎學金等
方面予以優先安排。通過「強基
計劃」錄取的學生入校後原則上
不得轉到相關學科之外的專業就
讀。
教育部高校學生司負責人表

示，「強基計劃」將進一步嚴格
規範招生程序，建立更高水平的
公平保障機制。筆試、面試安排
在國家教育考試標準化考點進
行。面試採取專家、考生「雙隨
機」抽籤的方式，全程錄音錄
像。同時，將「強基計劃」納入
巡視和督導工作範圍，建立動態
准入退出機制。對於違規違紀行
為，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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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健委促提升兒童重大疾病救治水平

■相關人員給白血病患兒送愛心。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體重僅有43斤的貴州女大學生吳花燕過世引發輿論關注，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轉載多彩貴州網消息，吳花燕的家人根據她的遺願，將遺

體捐獻給貴州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人體解剖學教學實驗中心，供教學、科研

及醫療之用。遺體捐贈儀式在14日下午舉行。

■去年11月吳花燕在病
床上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想和弟弟一起過個好年。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