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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引发灵魂拷问

王晓凌的普法初衷，还得从一场官司

说起。

2016年，王晓凌接了一个未成年人涉

嫌强奸的案子。嫌疑人金某是一名高中在

校学生，因为涉嫌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被刑事拘留。王晓凌是他的辩护律师。

在看守所会见时，金某说，如果有人告

诉他，这么做是犯罪，他绝对不会去做。

“当他在我面前哭泣的时候，我想到了

作为一名法律人的社会担当。”王晓凌说，

要预防犯罪、降低青少年犯罪率，最有效的

办法不是案发后刑罚，而是事前普法教育。

后来，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

月。拿到判决书的那刻，王晓凌心里很难

受，“他还只是个孩子，比我儿子大不了几

岁，实在太可惜了！如果这个孩子当时懂

法，现在可能正坐在教室里学习呢。”

恰巧那时，王晓凌的儿子刚刚小学毕

业，即将进入青春期，王晓凌希望给儿子和

他的同学送一份特别的毕业礼物。于是，

王晓凌的第一堂《青少年犯罪预防》宣讲课

便开讲了，这是一堂亲子法治宣讲课。

“很多家庭的现状是父亲出门赚钱、母

亲在家带娃，除了一日三餐，家长跟孩子接

触的时间甚少，而学校又难免会忽略法治

教育。”王晓凌说，作为律师，她正好可以利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走进学校，走进课堂，

为学生进行犯罪预防的宣传教育，把基础

法律知识植入学生的心中。

做一名懂法的“业余”老师

不过，给孩子普法的过程并不如想象

中顺利。

“他们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都很有

限，这堂课要讲得让他们听得懂、听得进，

很难。”刚开始上课的时候，王晓凌把课件

修改了一遍又一遍。

“内容不能太专业，文字不能太多，案

例要有趣，最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很长一段时间，王晓凌常常在下班后仍坐

在电脑前，准备上课资料，有时还要与心理

学专家、教育专家聊一聊，希望摸索出一种

符合孩子们心理需求的上课方式。

经过一路学习和摸索，从初中生的“校

园典型罪名和案例”到高中生的“早恋引发

的犯罪”，再尝试小学低龄段的普法教育，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王晓凌不断改进

和完善课件，最终琢磨出了一套轻松易懂

的方式，和孩子们聊法治故事，她成了一个

懂法律的“业余”老师。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学法兴趣，王晓

凌不仅在课件内容上下足功夫，还尝试

不同的普法形式。她学着自己写剧本，

和老师、孩子一起创作法治情景剧；她学

着自己当“演员”，在校园里模拟庭审现

场；她还自己学着当“小编”，借助“晓凌

来了”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法治宣传；

如今，她又开始研究当下热门的抖音，希

望在新的一年里给孩子们带去不一样的

普法课。

“希望更多孩子都有懂法
的机会”

在王晓凌的影响下，这项公益普法行

动渐渐从“单打独斗”变成了“团队作战”。

2016年9月，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专

业团队“平安校园梦”——法制维权团队正

式成立。其间，王晓凌和她的普法团队以

“平安校园梦，普法律师行”为主题，针对学

校未成年学生开展公益法治宣讲，并为青

少年犯罪预防、学生校园内伤害事故处理

等提供法律讲解。

如今，这个团队成员共担任了东阳市

26家中小学的法律顾问，他们先后走进35

所学校，其中不乏偏远乡村学校、民工子弟

学校。在公益普法的同时，团队还与学校

联系，开展爱心行动，帮助困难学生解决生

活和学习上遇到的难题。

“普法，是为了让孩子知道哪些事能

做，哪些不能做。如果通过我的课，能减少

一些青少年犯罪，避免一些对未成年人的

伤害，我会感到很荣幸。”王晓凌说，自己最

大的愿望是有更多的群体和人员能够参与

到公益普法中来，让更多孩子都有懂法的

机会。

“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犯罪，我绝不会去做”
高中生嫌疑人的一句话，让她投身公益普法
本报记者 陈赛男

“王律师，年后给我们安排一堂法

治课吧？”

学校刚刚开始放假，东阳市一所中

学的预约电话就打来了。王晓凌已经

将这件事项列入年后的行程单中。

王晓凌是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副

主任。作为一名律师，她经常走进学校

课堂，开展各类法治宣传。也许有人会

说她“不务正业”，可是她乐此不疲，一

干就是两年多，还成立了“平安校园

梦”——法制维权团队，走进35所学

校，在公益普法之路上风雨无阻。

新华社 姜微 仇逸 周蕊 龚雯

随着上海、北京等11个城市试点的药

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进入落实阶段，市场乃

至社会对这一我国医药领域的重点改革

高度关注。上海自2015年起率先实现省

级带量采购，三年多来，地方实践为全国

改革探路先行。药品集中采购省钱吗？

质量是否过硬？产量能否供得上？记者展

开调查。

药品“团购”来了
老百姓能否真省钱？

药品带量采购，简单说就是药品采购

机构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打包”医疗机

构零散的采购量，以“团购”的方式向药品

供应商购买明确数量的药品，以降低采购

成本。

日前，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

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11个试

点城市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发布，共有

25个药品中选，中选价平均降幅52%，最

高降幅超过90%。

在对药品降价表示欢迎的同时，部分

市民也担心企业先以低价中标，后续采购、

供应、使用等环节出现问题，看病买药的

“钱袋子”难以真正持续获益。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表

示，过去之所以出现“招而不采”“带金销

售”等现象，是因为招采不合一、量价不挂

钩、还款不及时等，没能使虚高的药品价格

降到实处。这次由医保部门代表广大患者

对药品进行战略性购买，通过价格和数量

联动，保障降价药品生存空间，这样患者能

得到便宜的药品，医保部门能节省大量的

统筹基金，药企也能获得相应利润。

上海自2015年起就开始探索和验证

这一国际通行做法，分3批对部分临床常

用药品试点带量采购，42个中标药品在保

证质量和供应的基础上，平均降幅超过

50%，目前运行平稳。

记者从联合采购办公室获悉，11个试

点城市的药品使用量占了全国30%左右，

通过充分发挥“团购”效应，将让老百姓得

到真实惠。据测算，11个城市，25种中选

药品采购费用下降到19亿元，节约59亿

元。如果条件成熟，推广到全国，预计25

种药品采购费用可降到60亿元，节约190

亿元。

价格降了
质量会否“偷工减料”？

带量采购带来大幅降价，中选药品能

否在后续执行阶段保证质量稳定？

“集中采购药品的质量入围资格以通

过一致性评价为质量托底要求，中选后药

品监管部门将强化监督检查和产品抽检，

确保一致性评价不是‘一次性’评价。”联合

采购办公室龚波介绍，上海带量采购试点

3年多来，核心就是保障药品质量。具体

做法包括规定中标药品必须接受近红外光

谱检测，确保原辅料、其他物质等每批次均

无明显差异等。

胡善联教授等表示，高质量的仿制药

是医药产业服务社会的重要方面。随着我

国部分药企转型升级，引进国际先进的管

理理念和质量控制标准，生产规模不断提

升，药品边际成本不断下降，也就有了降价

底气。

上海安必生制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雷

之航称，公司中选的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仿制药孟鲁司特钠片（10mg*5片），中标

价19.38元，相当于每片3.88元。尽管与

外资原研药每片6.4元、国内其他仿制药

每片5元多相比，明显便宜，但尚能保持企

业合理利润，加上有足够大的量，企业无需

对质量“打折”。

“通过带量采购，希望扭转原研药过了

保护期还占据高市场份额的局面，也希望

老百姓、医生提升对国产仿制药的质量信

心。”雷之航说。

价廉物美的药品，
能否持续供得上？

带量采购后，海量的供应需求能否保

证？现阶段仍然允许医疗机构选择非中标

药物的情况下，部分医生的偏好和建议、百

姓的用药习惯，是否会影响中选药品在临

床的使用？影响中选企业积极性？

以安必生的孟鲁司特钠片为例，雷之

航说，公司已事先采购了可供11城市药品

使用量的充足的原料药，且额外投资了一

条包装线，提前解决产能瓶颈。

上海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所

长章明介绍，此次试点采用了“国家组织、

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组合措施。上海药

事所对中选企业和相关药品的生产情况进

行了摸底，将对企业库存进行定期跟踪，这

将保障中选药品“供得上”。

从药厂到患者，中选药品如何保持在

医疗机构和医生中的“竞争力”？多位专家

指出，除了药品具有过硬的质量外，医院还

要有一些“硬措施”。

每月给医院寄对账单，要求本年度的

用量不能低于上年；定期晒医院采购数量

排名；落实带量采购情况，要纳入卫生部门

绩效考核……上海带量采购实践中，环环

相扣的措施，助力“量”的落实，也帮助医院

和医生开药的过程更阳光。

近日，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传出消

息：不能以费用控制、药占比和医疗机构品

规数量等要求影响中选药品的合理使用与

保障供应；督促公立医疗机构按约定的采

购量优先采购和使用中选药品等。

业内认为，确保中选药品保质保量地

让患者用上，是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

点成败的关键。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金春林等专家建议，不同城市

在改革中应充分考虑其社会承受力和百姓

切身感受，因地制宜，科学调配多部门力

量，落实相关配套举措，让好政策落实为好

效果。

真省钱吗？质量高吗？能用上吗？

三问“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