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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机制“黑名单”不是“筐”
打好制度补丁 防失信惩戒扩大化

世界海拔最高的大型综合海洋馆在高原古城西宁开馆。 图为昨日游客在西宁海洋世界
科普馆合影留念。 ■据新华社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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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新华每日电讯 》
刊载题为《“黑名单”不是“筐”，要
防失信惩戒扩大化》的评论。

日前,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
回应“信用机制可能会被滥用”的
问题时强调， 信用体系建设要防
止失信行为认定和记入信用记录

泛化、扩大化，防止失信“黑名单”
认定和实施失信惩戒措施泛化 、
扩大化,防止包括个人信用分在内
的其他信用建设举措应用泛化 、
扩大化。 明确“三个防止”，有助于
提升失信“黑名单”的规范性，对
一些乱象进行纠偏。

近几年，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的失信惩戒格局初步
建立，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信用
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比如，
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纳入失

信“黑名单”，依法依规实施联合
惩戒， 维护了农民工群体的合法
权益，广受舆论好评。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7 月底，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归集的各类信用信息

已达 370 亿条。而央视《新闻 1+1》
梳理发现， 今年 1 月份新增失信
联合惩戒主体为 19.53 万个，但 5
月份 、6 月份 、7 月份却大幅增至
24.65 万个 、45.55 万个 、63.92 万

个。 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主体
数量急速增加，引发了“信用机制
可能会被滥用”的担忧。

担忧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
是部分地方的失信行为认定存在

泛化、扩大化的现象，失信“黑名
单” 似乎成了什么都能往里装的
筐， 一些明显不属于诚信范畴的
行为也被纳入“黑名单”。 比如南
京一市民一个月内骑共享单车闯

红灯 7 次被列入失信 “黑名单”，
曾引发很大争议；在一些城市，不
履行垃圾分类义务也有可能归集

到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二是失信惩戒措施有泛化 、

扩大化之嫌。 对于“老赖”将受到
哪些限制和惩戒的问题， 国家发

改委牵头、 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等单位 2016 年联合签署
的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
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有比较明
确的规定。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有一些地方对《备忘录》的解读存
在一定的随意性，制定了一些“土
政策”，招致不少非议。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始

终坚持依法依规、合理适度，必须
防止信用机制被滥用。 哪些失信
行为会被纳入信用记录， 失信到
什么程度会被列入 “黑名单”，列
入“黑名单”后将受到哪些制约和
惩戒， 这些都要有明确的法定依
据。 在法治框架内精准惩戒，不泛
化、扩大化，不误伤民众，失信“黑

名单”才有权威性，社会信用体系
才能发挥应有作用。

失信“黑名单”也并非越长就
越好。 在开展各种专项清查 、给
“黑名单”做好“加法”的同时，也
要依法依规做好“减法”。 最近刚
结束征求意见的 《关于加强个人
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的通知》，提
出要建立异议解决和失信修复机

制，就获赞不少。
建立失信 “黑名单 ”，初衷是

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
要把信用体系建设的好事办好 ，
就必须多听听群众呼声。 及时发
现苗头性问题， 及时完善相关规
定，打好制度补丁，才能让好制度
不至于跑偏。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转入
凉鞋季，样板打出来了，为下
一季提前准备。 ”这段时间，
杨克松忙着在广东东莞 、湖
北十堰市竹溪县之间来回

跑， 督促着排到 9 月份的 49
万双欧洲马靴订单准时完

成，迎接“砸来”的 40 万双凉
鞋新订单。

“80 后”杨克松是湖北省
十堰市竹溪县人， 十几岁就
到广东打工， 一直在鞋业行
当里闯荡， 后来在东莞建立
起自己的鞋厂。 前年他回到
老家开办了分厂， 把车间建
在了蒋家堰镇， 带动周边贫
困群众在家门口从事半成品

鞋加工。
为啥要将分厂建到贫困

山区，这笔账划算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 杨克

松告诉记者， 这几年沿海地
区工人用工不稳定， 用工成
本不断升高， 而家乡正在鼓
励返乡创业带动贫困户脱

贫，前三年厂房租金，政府提
供补贴， 正好对冲了物流成
本。 “两年多时间，家乡的工
人稳定了，技术熟练之后，劳

动效率上来了， 不靠政府补
贴，我们也能活下来，今年已
经开始盈利。 ”

如今，杨克松的景顺鞋材
加工扶贫车间， 有 300 多人
参与打工 ，120 多人稳定用
工，其中贫困户有 56 人。 为
了培养员工的纪律意识 、时
间观念等素养， 杨克松设立
全勤奖等激励， 每月进行评
优，干得好的员工，最高一个
月拿到 8000 元工资。

原来，刚回来办厂的第一
年， 杨克松也曾发现一些问
题：天气热时，不少员工要带
孩子出去玩；遇上天冷下雪、
红白喜事，员工就不来，甚至
不请假，遇上赶工期的订单，
有时无法按时完成， 这让杨
克松感到苦恼。

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杨克
松从广东调来 6 名管理人
员， 对新来务工人员进行两
个月培训， 然后开始计件管
理。 记者采访时见到坐轮椅
的贫困户甘金奎， 他熟练地
忙着给鞋帮钉钉， 两年里他
几乎没有迟到旷工， 每月有
2000 元以上收入， 去年已经

脱贫。
“谁能想到欧美大品牌

鞋， 是在秦巴深山里做出来
的， 村里人在家门口 ‘打洋
工’。 ”甘金奎笑着说。

杨克松告诉记者，扶贫车
间容易做死， 不少是因为质
量不过关，然后失去了客户。
为此， 他投入 200 多万元上
马新设备， 先从低端品牌订
单做起，等工人熟练起来后，
再接中高端订单。 如今，他的
鞋材加工扶贫车间， 已经接
欧美、日本等订单，为一线品
牌代工。

“我们第一年接了 20 万
双鞋子的订单，第二年的订单
量就到了 47 万双， 今年预计
全年能达到近 80 万双的订
单。”杨克松说，做鞋是夏天做
冬季鞋、冬季做夏季鞋，一排
就是半年的订单，订单不愁。

杨克松的景顺鞋材加工

扶贫车间已经步入正轨，“现
在我们这 100 多号人已经是
一个团队，为了父老乡亲们，
我们肯定会努力走下去。 ”杨
克松坚定地说。
■新华社武汉 8月 18日电

“肿瘤威胁人类健康，是很复
杂难治的疾病， 而肿瘤防治贵在
整合，难在整合，也赢在整合。 ”中
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
院士樊代明 17 日在此间举行的
中国肿瘤学大会上说， 加大力度
发展整合医学， 是肿瘤防治工作
的重中之重。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于 16
日至 19日在重庆举行，共计 30 余
名院士、1900 多名国内外肿瘤学
领域学者和专家参会， 共同对肿
瘤防治情况进行探讨交流， 并对
相关前沿研究进行解读及科普。

会议期间， 多名院士共同呼
吁，肿瘤领域的专家、学者应共同
在整合医学之路上深耕、探索。

樊代明表示，现阶段，人们对
肿瘤的真实发病原因了解得还不

透彻，仅通过研究或临床经验分辨
了部分危险因素。 肿瘤不是单因
素、单病因，是多阶段、多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仅靠一种治疗手段的
单打独斗不能起到彻底作用，只有
整合资源力量与学术思想，通过全
方位的努力，才可能在肿瘤诊断和
治疗中取得重大进展。

据悉，癌症防治难度大、疾病
负担重， 是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目前，肿
瘤治疗方法包括手术 、 化疗 、放
疗、免疫治疗、中医治疗等，这些
治疗不一定对所有病人有效。 樊
代明说：“要选适合我们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群体的治疗方法加以

组合，整合后使之更加有效有力，
这就是整合肿瘤学。 ”

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说 ，
我国的肿瘤防治工作一方面要

加强科技创新， 包括药物创新 、
医疗装备创新 、 临床技术创新
等，另一方面还应该推动整合医
学发展。 “肿瘤防治，一定要做整
合， 这可以让患者得到更加精准
的治疗。 ”

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希山认

为，作为一种非传染性疾病，肿瘤
的发生和发展跟遗传、生活习惯、
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 “下一个十
年，降低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提
高肿瘤或癌症的治愈率将是肿瘤

学领域的重中之重， 整合之路势
在必行。 ”

■新华社重庆 8月 18日电贫困户家门口“打洋工”记

给水果做手术，
这位医生是认真的

发展整合医学 共同抗击肿瘤

多位院士呼吁：

火龙果蒙着白色的纱布 ，静
静“躺”在手术台上，王野羉戴着
手套，对火龙果的“腹部”进行消
毒、麻醉，然后剖开“肚皮”，分娩
出“婴儿”……

作为黑龙江省鹤岗人民医院

的一名外科医生， 王野羉除了给
病人做手术， 也在工作之余时不
时给橙子切个“胃”、给“骨折”的
黄瓜做个“钢板固定”。 2018 年开
始， 王野羉把给水果做手术的过
程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白色手
套下的水果，严肃又逗趣，让他在
视频平台收获了 20 多万粉丝。

他这么做的初衷是给儿子展

示自己日常如何给病人做手术，让
两岁的儿子对医学产生兴趣。 “网
购了手术器材，买菜时会有意寻找
形状合适、颜色鲜艳的水果，好吸
引儿子的注意力。 ”王野羉说。

丑橘 “面部烧伤” 可以进行
“植皮术”， 在芒果身上还原阑尾
炎手术……脑洞大开的王野羉 ，
还特意给要打“肌肉针”的李子用

卫生纸做了一个“小短裤”。
“后来发现 ‘手术 ’过程也挺

有意思，就想拍视频发到网上，没
想到反响还不错。 ”实际上，几十秒
的视频往往需要王野羉几个小时来

完成。 “我都不敢点赞，生怕戳屏
弄乱你的缝合线”“我左肾的囊肿
原来是这么切的” ……网友的评
论给了王野羉极大动力。

按照医学流程进行的水果手

术意外起到了科普作用， 这让王
野羉名为“水果医生”的短视频账
号多了一层含义。 “希望能够通过
我的视频，让大家了解手术过程，
普及一些医学知识， 也有利于建
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王野羉说。

从医学院毕业来到医院工作，
每天在病房和手术室间穿行，王野
羉深知医生这个职业的辛苦和意

义。 “一台真实的手术往往比给水
果做手术复杂得多， 风险也更大，
但挽救患者生命的成就感是一般

职业无法体会到的。 ”王野羉说。
■新华社哈尔滨 8月 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