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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顺德一外科医院
医生陈演志将病患家属“强塞”
红包存入患者住院费中一事“火
了”，并引来了不少网友点赞，称
他的做法为“智拒红包”。（1月
21日《广州日报》）

陈演志医生在拒收红包不
成的前提下，把红包交给医院财
务处，记入患者的医药费，这样
的做法令人尊敬。但这其实并
不是陈医生发明的“专利”，全国
这样做的医生不少。记者从顺
德区内多家公办医院获悉，将病
患红包存入住院费中，是处理类
似事情较为常见的做法。

我觉得，这种“智拒红包”的
做法虽然值得赞扬，但并不是最
好的办法，起码说，这只是医疗
部门抵制红包的临时措施，属于
初级阶段，最后应该上升到“制
拒红包”——靠制度消灭红包。

我以为，医院既然宣布拒绝
红包，就应该坚决执行，不需要

“先收下再转为患者的医药费”
这样的操作。既然各医疗机构
都明确规定，禁止医护人员收受
患者红包、礼物，当患者送红包
时，医生讲清楚现在的规定就可
以了。有人总觉得是患者一定
要送红包，医生不收患者就不放
心，说实话，发生这样的情况，恰
恰是长期以来不送红包办不好
事的后遗症。如果所有医生都
绝无例外地坚决拒收红包，用不
了几个月，所有的患者就都相信
这家医院的医生是坚决不收红
包的，于是连“送红包”都会免掉
了。

即使在一段时间内，允许医
生收下拒绝不了的红包，然后再
转给财务处，也还是需要制度规
范的。现在的做法是，若病患给
医生“强塞”红包，医生可以自行
到医院财务部门将红包“冲”入
病患住院账上，或将钱交给所在
科室护士长，由护士长再将钱存

入病患住院费中。这里，靠医生
“自行”交财务处是有漏洞的。
如果有医生不主动交财务处，怎
么办？如果医生因为一时忙碌，
拖延了时间怎么办？因此应该
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医生如果被
迫收下拒绝不了的红包，应在当
天交到医院纪检部门，由纪检部
门交给财务处，记入患者账户，
同时由纪检人员和送红包的家
属沟通，表明医院是禁收红包
的，你送给某某医生的红包已经
作为你的费用缴纳……这样的
事情只要进行十几次，医院拒收
红包的情况必定广为传播，大多
数患者也就不会送红包了，本来
不愿收红包的医生则再也没有
拒收之难。

这让我想起过去在一些党
政部门流行的“廉政账户”，也是
规定党员干部在收到无法拒绝
的礼金，可以转给廉政账户，将
来查处就不以收礼受贿论处。

这在腐败高发的时候似乎是合
理的。但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党
纪的严明，许多地方都撤销了廉
政账户，理由就是：拒绝收礼受
贿是纪律明确要求的，就应该坚
决执行，不存在所谓推不了的礼
金。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在医
院禁止红包的最初时候，还可以
存在“推不掉的红包”，当禁止红
包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
坚决禁止收受任何红包。这时
候就应该明确，医生只要收了红
包就要处分，不存在先收下再处
理的问题。所以，有人建议把这
种“智拒红包”的做法加以推广，
我以为是非常荒唐的。难道送
红包、收红包、拒红包的拉锯战
还要没完没了地演下去，那还要
来多少个回合？

禁止红包的制度需要增强
刚性，减少弹性，明确提出“一律
拒收、违者必究”。而“先收后退”
的做法，还是早日终结吧。

拒绝收礼受贿是纪律明确要求的，就应该坚决执行，不存在所
谓推不了的礼金。禁止红包的制度需要增强刚性，减少弹性，明确
提出“一律拒收、违者必究”。

“智拒红包”不如“制拒红包”
□殷国安

近日，网友爆料北海艺术设计学
院某课程的期末考卷上出现了多道与
课程内容无关、甚至令考生感到被侮
辱的试题：“你与异性有过性交往吗？”

“你将来想要小孩子吗？你想断子绝
孙吗？”(1月21日《新京报》）

“不堪入目的试题，难以想象的北
艺”。堂堂高校的期末考试，竟然出现
如此莫名其妙的试题，迅速引起了公
愤，网友们纷纷斥责这种试题“反文
化”、“毁三观”、误人子弟。

据悉，出卷人为学院院长郑某，并
且此前在《大学语文》《思想道德修养
和法律基础》等课程考试中也出过类
似题目的试卷。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
息，目前校方已经开始要求在网上曝
光的学生进行删帖处理，并要求所有
学生保持沉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这样
的“奇葩”试题，可以引发很多角度的
思考。从专业角度审视，这无疑是对
高校考试自主命题的极大亵渎。

众所周知，在不超过专业范畴的
情况下，高校老师有作业和考试的命
题自主权，但其前提是考试的内容应
该符合专业的基本要求。即便要搞些
创新或“突破”，“花式”题型的权重也
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关照考核
内容的平衡。而且，还应该事先就充
分考虑到答案如何评判，制定明确公
平的判卷标准，尽可能做到真实检验
出学生对学业的掌握程度。

考试命题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
作，试题可以多元创新，但必须符合专
业的基本标准。以这样的要求审视，
近年来一些高校层出不穷的“神考
题”，很多都只是形式创新而已。但相
比于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的魔幻试题，
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无论是伪创新还是反文化的魔幻
试题，都触及高校老师考试命题自主
权这个问题。高校不同于中学，考试
的命题不可能也没必要统一进行。给
予高校老师命题自主权，有助于老师
的自主发挥，有助于对标准单一刻板
的考试评价制度的突破与尝试，有着
积极的导向意义和育人价值。

但是，自主命题并非自由随性命
题，更不意味着不需要任何监管。任
何考试都需要一定的流程，平常的期
末考试虽然不需要像中高考之类的升
学考试那般严谨，但也不能没有规则
与章法。中学的期中期末考试，基本
上也是老师自己命题的，但除了命题
老师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审题老师，试
题中的明显疏漏基本上可以避免。这
样的做法虽然简单，却很高效，大学不
妨效仿。有一个基本的审题环节，固
然不能确保试题就能做到高质量，但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这种绑架学生的反
文化试题，理应不会出现。

我们乐于见到高校考试命题呈现
多元化、新颖化趋势，但良好的初衷如
果偏离了科学性和合理性，就会荒腔
走板。尤其是类似的魔幻试题，更是
涉嫌绑架学生的思想，严重损害高等
教育声誉，岂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
现？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如何让基本
规范和自由发挥有机融合，建设符合
时代特色的现代考评制度，可谓任重
而道远。

别拿“魔幻题”
亵渎自主命题权

租房者不必再担心因为个
税抵扣问题与房东发生矛盾
了。1月20日，由国家税务总局
开发的个人所得税App发布了最
新版本1.1.3。与之前相比，新版
本最大的变化是六项专项附加
扣除的房屋租金一项中，此前要
求必须填写的房东姓名与身份
证号等房东信息变为选填。(1
月21日央视新闻)

在发布不到一个月就果断
更新，个人所得税App迭代之快，
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意外。显然，
新版个税App意在解决此前业已
暴露出的“房东与租客的矛盾”，
并回应民间舆论关于国家减税
降负之诚意的质疑。就其实际
效果来说，该消息一经公布，公
众一片点赞力挺之声，安抚效应

可谓立竿见影。减税，从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情。尤其通过App在
征税机关和纳税人间建立起直
接联系之后，所有“实施细节”更
该考虑周全，也唯有如此，才能
避免动摇预期。

个税App启用以来，关于“租
户必须填写房东信息”的担忧与
质疑就从未停止。一个合乎逻
辑的推想是，此举必然会导致征
税机关获取房屋出租信息，从而
最终使得房东多缴一笔“私房出
租税”……这番理论看起来有理
有据，叫人不信都难。正因为
此，尽管多地税务机关一再强调

“维持现状不变”，可人们还是忧
心忡忡。在此背景下，个税App
客观上造成了房东和租户的“零
和博弈”，加剧了两个群体的冲

突对立，这显然不是本义。
从政策周期角度来说，个人

所得税App的使命，无疑是降低
渠道成本，更好实施普惠降税。
以此量之，最初版本的个税App
规定“出租房信息必填”，不可避
免会强化房东关于“自身税负增
加”的预期，显然是欠妥的。尽
管根据法律规定，房租本来就是要
缴税的，可实际情况是，出租房屋的
税收普遍处于“漏征漏管”状态——
而这，实质上是由中国特色的税
收文化和征税传统决定的。

诸如“房租税”等税种，过去
基本都属于“有名无实”，这固然
与税收征管的能力、水平不到位
有关，但更重要的显然还是公共
部门有意成全。以征税的松紧
尺度，来调节社会的实际税负，

类似的操作由来已久。如果贸
然对出租房税收“应收尽收”，那
么必然会增加相当一部分人群
的现实税负。若果真如此，那么
无异于是逆势“加税”，这必然是
许多人所不能接受的。从某种
意义上说，个税App收集“房东信
息”引发猜疑，与“社保移交税
务”激起反弹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如同“社保暂不移交税
务”，个税App也“不再收集房东
信息”，其根本指向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维持现有的征税力度，避
免特定群体真实税负的增加。
而此事也再次表明，坚持政策的
延续性和稳定性，对税收改革保
持足够的耐心与定性，在此前提
下，“减税”才能惠及大众，才能
避免横生枝节。

个税App不问房东信息，让减税预期不落空
□□然然 玉玉

打开这几天的朋友圈，屡屡
可见各种“过年回家装腔指南”、

“春节自救指南”、“过年同学聚
会指南”、“过年家宴自保指南”
等。这些指南锦囊里，均是一些

“成功人士速成大法”，贴心地分
为聊天、聚餐等若干系列，全方
位提供指导：比如聊天时，特定
名词尽量用英文表述，言必提
brunch、用“10k”代 替“1 万 ”、
partner 代替同事……（1 月 21
日《济南日报》）

这一类锦囊妙计在朋友圈
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回家指
南”。这些“回家指南”传授的主
要是让“回家的人”很有面子的
办法。

如何与同学聚会，聚会的时

候穿什么样的衣服，说什么样的
话；如何与邻居交谈，遇到邻居
的时候说什么样的语言显得有
身份；如何与亲戚相聚，请亲戚
吃饭的时候，点什么样的菜品既
有面子，还不多花钱。这就是

“回家指南”里的“宝典”。说白
了，“回家指南”就是教大家如何
装腔作势的，把本来的自己用虚
假的外衣包裹起来，让大家看到

“最美的自己”。然而，这样的伪
装如果走入极端，就会变了味。

每年一到过春节，就会有一
批“不愿意回家的人”。他们的
理由也很简单：没有混出样子，
不好意思面对江东父老。我还
看到过一个极端的例子，某地一
位外出创业者，在外地十多年

了，至今都没有回家过年，他发
誓说“不混出样子绝不回家”。
这样极端的例子虽然少，却能说
明一个问题：对于很多外地就业
的人来说，特别希望自己“衣锦
还乡”。如此心理没有错，但问
题是，不能教条地理解成功与失
败。

固然，当上经理，当上老板，
成为富人，成为名人，是成功的
表现形式之一。但是，没有成为
经理，没有成为老板，没有成为
富人，没有成为名人，也未必就
是不成功的。这个世界上有多
少人能够成为“人中龙凤”？普
普通通幸福地生活着，何尝不是
成功的一种方式？再说了，即便
真失败了，只要自己真诚地付

出、真正努力了，也不是丢人的
事情。

“回家指南”背后是错误的
成功失败伦理，也是一些人错误
的“锦衣不夜行”的心理导致的
社会问题。作为父母儿女，作为
邻居亲戚，要多些包容，善待每
一个“还乡人”，让他们感受到家
乡温暖，别让亲情、乡情在庸俗
的眼光和口舌中变了味道。与
此同时，我们自己也要正确理解
成功的意义，少些装腔作势的

“虚假锦衣”，把最真实的自己展
现给大家。

“装腔指南”流行很可笑
——没有锦衣就不回家过年
了？回家过年，就别活在虚假的
面子里了。

“装腔指南”——过年何必非要衣锦还乡

□□胡欣红胡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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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雪梅郝雪梅

我们乐于见到高校考试命题呈

现多元化、新颖化趋势，但良好的初

衷如果偏离了科学性和合理性，就会

荒腔走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