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

下达48.4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

救灾资金，支持地方开展受灾

群众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工

作，切实解决受灾群众生活困

难，确保安全温暖过冬。

新华社 王琪 作

救助困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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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近日，一则关于江苏启东一辆保时捷

婚车被上40把锁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关

注，网传每开一把锁需要一条香烟作为

“解锁费”。据称，这是当地的习俗，但此

“习俗”却引发不小的争议。

当地之所以有给婚车上锁的习俗，是

上锁有“锁住幸福”的意思。有人认为，这

种习俗喜庆有趣，亲朋好友以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对新婚夫妇的祝福。但更多网友

却认为，这种行为已超出了习俗的范围，

更像是一种“恶作剧”或“恶意玩笑”，更有

人认为这是“借着讨喜的名头，实为敲

诈”。

笔者认为，如果是为了祝福新郞新娘

“锁住幸福”，那上锁只是个形式，只要新

郞新娘发根烟、发几块糖就可以把锁解开

了，但提出“每解一把锁必须至少要一条

烟”就过分了。不知道提出要求者要的是

什么牌子的烟，但当下，新婚用烟一般都

用“中华烟”，一条烟要 500 多元，40 把锁

要花2万多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类似的“讨喜”方式在全国许多地方

存在。如：不久前，河北廊坊一新郎接亲

时，车队刚出发在村口就被人拦住。“说给

一条烟、一袋糖才让走”，但新郞没有同

意，谁想这些“讨喜”的人随后一直跟着车

队来到女方家，等接亲出来时，这些“讨

喜”的人堵着车队，最后新郞没有办法只

能骑电动自行车将新娘接回。

“讨喜”为的是利用别人结婚等喜事

沾点喜气。而现在有的地方一些人，组团

“讨喜”，要价还越来越高，见到有婚车队

伍驶来，便集体拦下车队，索要喜钱、喜

烟、喜糖等，不给钱或给少了就不让走。

这种“讨喜”使办喜事的家庭左右为难，如

果给，没带这么多红包、香烟和喜糖，而且

就算有，给出去这么多也舍不得，不给又

走不了，被耽误了时间，使得原本的喜事

被搞得“很晦气”，甚至引发纠纷与冲突。

这种“讨喜”行为无疑不符合传统习

俗的定义和价值。如果容许这种行为的

发生，那么，婚车车轮上的锁会越来越多、

被拦下的接亲队伍会越来越多，这不仅不

会给新人带去祝福，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经

济负担，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不怀好意的

人趁机敲诈。

“讨喜”不是不可以，但不能违法违规

强讨。到办喜事的人家中道道喜，办喜事

的人家给前来道喜的人发发喜烟、喜糖是

可以的，但“讨喜”之人不能做出锁车轮、

拦婚车等“强讨”的行为。“讨喜”必须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能把“讨喜”变成

了“敲诈”。除了守好法律底线，各地还应

该建立道德约束机制，引导大家摒弃陋

习，改变不文明的“讨喜”行为，让“讨喜”

回归本质，真正为大家都带来喜悦之情。

张璁

老城墙、吊脚楼、黄葛古树……位

于重庆市渝中区的戴家巷，紧邻洪崖

洞景区，近些年来，经过更新改造、保

护利用，来此旅游休闲、感受山城文化

魅力的游客络绎不绝。老旧建筑焕发

新生，《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等规章的护航，功不可没。

法治，为当地加强历史文化的保护传

承、促进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提供了更加系统全面的制度保障。

不仅是重庆市，近年来，各地聚焦

“保什么”“谁来保”“怎么保”等关键问

题，纷纷出台地方性法规，加强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从实践来看，充分发挥

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是保护

好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也是正

确处理好城市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关系的内在要求。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141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799个，中国传统村落8155个，历史文

化街区 1274 片，历史建筑 6.3 万多处。

随着保护对象不断扩充，如何实现应

保尽保，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

括，成为必须解答好的新课题。当前，

在个别地方，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工作还存在建设性破坏屡禁不止、保

护对象不完整、保护修缮不到位等情

况。切实保护、利用、传承好城乡历史

文化遗产，必须进一步筑牢城乡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屏障。

加强法治保障，不仅需要完善法

律法规，也要强化法规制度的执行。

前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住房城乡建

设部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

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做好城乡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健

全住房城乡建设（规划）部门行政执法

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这有助于

强化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执法

司法衔接，推动形成行政执法与检察

监督的保护合力。城乡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涉及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

从加强执法检查，到发挥行政公益诉

讼的督促协同优势，推动多部门共同

履职、统筹协调，将法规制度执行到

位、落到实处，才能不断提升城乡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水平。

让城乡历史文化保护融入城乡建

设，既要守住法治底线，禁止破坏性地

开发利用，也要依法加强活化利用。

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口署前

路，有一栋“90多岁”的红砖洋楼，去年

被评为越秀区第二批传统风貌建筑。

前两年，因为雨水多，小洋楼三层出现

漏水现象，使用人不得不把三层的地

砖全部撬开，重新做防水，再找来新地

砖铺上，花费不少。针对此类情况，今

年7月正式施行的《广州市传统风貌建

筑保护规定》明确提出：“非国有传统

风貌建筑保护责任人可以向市、区人

民政府申请日常维护和修缮资金补

助。”这有利于激发保护责任人的保护

主动性和相关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城

乡历史文化遗产就在群众身边，做好

保护传承工作应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及时依法解决群众关心关

注的问题，保护更有法治温度，才能更

好凝聚各方力量。

今日之中国，锦绣大地上，历史文

脉融入现代生活，山水人文交汇成现代

宜居之地。以法治护航城乡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统筹好发展与保护，定能更

好地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以法治护航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白佳丽

近日，安徽省芜湖市一患者家属反映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超收医疗费事件，引发

广泛关注。3日，当地医保部门发布情况通

报，表示该院存在过度诊疗、过度检查、超量

开药等问题，涉及违规医疗总费用21.82万

元，其中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8.70万元。

此事引发广泛讨论的原因之一，是患

者家属利用“统计模型”对父亲就医收费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波动异常的治疗项

目及关联项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广大患者及家属对ICU等治疗过程中存

在的收费疑惑。有网友认为，涉事三甲医

院尚且存在多重问题，其他医疗机构情况

又会如何？

医保基金被当做“唐僧肉”蚕食的案

例并不鲜见。早在 2020 年，我国就有

223.1亿元医保基金被追回。今年国家医

保局曝光的典型案件中，仍存在伪造住

院、伪造病历、伪造票据、虚开诊疗项目、

虚假入库等违法使用行为。

普通人怀疑医疗费用收取有问题，一

般很少有精力也很少有能力做出这样的

“统计功课”。大家最期盼的是，管理部门

能够严格、专业地守护好群众的“救命

钱”。

近几年，国家相继出台政策，强调医

保基金监管和风险防控的重要性。但从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看，仍有一些值得始终

强调的领域，需要引起各方的重视。

首先，要用好大数据技术加强监管。

医保基金监管涉及数据量巨大，传统的监

管方式成本较高，有必要引入新的技术。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地方的医保部门已

通过大数据筛查、分析等方式寻找可疑线

索。国家医保局也表示，已依托全国统一

医保信息平台，建立反欺诈数据监测专

区，研究开发“虚假住院”“医保药品倒卖”

“医保电子凭证套现”“重点药品监测分

析”等大数据模型，并与公安部门积极推

进线索查办，取得初步成效。引入“大数

据”技术之后，将更加考验监管的专业性

和执行力，更需要将平台用得好、用得实。

其次，要提高医疗信息的透明度。医

疗机构应该认识到，提高医疗信息的透明

度，是构建医患和谐、建设医患双方满意

和信任的保障。目前，我国大多数医疗机

构已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平台，可以利用

这些平台打破医患间的信息壁垒。比如

此次事件中，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

一日清”等显示的具体信息，就是患者家

属发现问题的关键。

第三，加强监管不应仅靠“飞行检

查”。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

于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的

实施意见》提出，进一步完善以上查下、交

叉检查的工作机制，破解同级监管难题。

建立抽查复查、倒查追责工作制度，压实

监管责任。有业内人士指出，建立医保基

金对账机制，规范医保、税务、财政等部门

间对账行为，是防范风险的有益之举。

第四，法律的震慑作用不能丢。《中华

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定了因过度医疗需要承担的行政责

任，其中包括“终身禁业制度”；造成严重

情节的，还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目前，

芜湖医保部门已经启动行政处罚程序，也

将线索分别移交公安、卫健等部门进一步

核查处理。我们有理由希望，这种威慑机

制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医疗系统的良性运转，其目的是保障

群众的就医需求；医保基金的良性使用，

其效果是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治病救

人，始终是医者初心。扎牢篱笆，修补漏

洞，不让医保基金再次沦为“唐僧肉”，需

要切实从每一个具体环节抓起。

不能让医保基金沦为“唐僧肉”

“婚车被上40把锁”是讨喜还是敲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