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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男孩心脏骤停、过路护士抢
救成功” 的视频在网络中获无数人点
赞，据了解，事情发生在云南昆明，一
男孩在路上突然倒地， 没有呼吸心脏
骤停，护士杨昆娥此时正好路过，立即
跪地对其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经过近
2 分钟的按压后男孩终于恢复心跳，
随后，男孩被送医，经治疗已无大碍，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有同行质疑
杨昆娥的施救方法并不专业， 话题还
上了热搜。 （1 月 7 日中新社）

女护士抢救男孩的视频， 得到网
友点赞的同时，受到专业人士的质疑，
主要针对其救人方法是否专业。 的确，
救人不只需要勇气与热心， 更需要技
术与能力，如此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
使善行与善果相得益彰。 这也凸显出
救急技能的重要性。

从相关质疑来看， 主要集中在女

护士检查男孩呼吸和心肺复苏运用是
否恰当。 理性来看， 孰是孰非很难判
断， 但基于施救者的善意而言这种质
疑未免有点残忍。

急救虽有专业性， 但每个人之于
技术的理解各有差异， 运用过程中应
急判断也有不同，不可能整齐划一，形
成类似于机械的精准操作。 反观女护
士救人，手法或许存在争议，但就后果
而言，一是救了人，二是并未对被救男
孩造成伤害。

从道义来讲， 无论谁救人都应当
鼓励和包容， 并且相关的法律也赋予
了施救者一定过错的责任豁免权，以
包容急救条件、 技能限制对救人误伤
的偏差，护士救人亦应如此。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护士救人不
能质疑。 质疑应当立足于善意，既呵护
救人的积极性，也要注意分寸，针对急

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开展讨论， 就事
论事，推动急救常识与技能的普及，对
专业人士参与急救需要注意的事项作
出提醒，而非简单当“专业的裁判”。 若
只是流于情绪的宣泄， 那么这种质疑
无异于另类洁癖和网络暴力。

事实上， 急救是实践性很强的技
能，说得很专业未必会做得很专业，况
且，即便都是医护从业人员，非急救从
业人员与急救专业人员也存在一定的
差距，这些都需要正视。

急救专业技能的普及和水平的普
遍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更多
科学和理性的声音来引领，也需要社会
对此类问题予以包容。 同时，个案中所
潜含的急救操作标准业内或存差异，也
需要从专业方面加以完善， 使之更科学
规范， 更好地发挥技
术示范引领作用。

质疑女护士救人应富于善意与包容

木须虫

街谈巷议

顺风车要赢得市场需回归“顺风”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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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将至， 滴滴顺风车也加快了回归
步伐。 据报道，继北京等地后，滴滴顺风车
日前在上海、杭州等地也恢复上线，全国已
有 18 个城市重新上线运营。

或是好事多磨，或是命途坎坷，重回公
众视野的滴滴顺风车似乎并未迎来多少鲜

花与掌声，反受到不少质疑与吐槽。 有的嫌
用车麻烦，有的抱怨车少，更有的指责：好
端端的顺风车，给折腾成这模样！

重出江湖的滴滴顺风车可算是做足了

安全功课，不仅司机（车主）的准入门槛提
高———需经常规的证件审核， 还增加了视
频动态审核及行前、行中保护等设置，且司
机接单的地点与次数均有限制， 如只许设
置 4 个常用地点，一天只能拉两单等。

至于乘客， 要想搭车也需经过实名验
证、人脸识别，还要经过“考试”———答题 ，

获得乘客“行为分”。 虽说不是过五关斩六
将，起码得过好几道“安检”。

这一来 ，车主准入门槛提高 ，入行合
标车锐减，路上的顺风车自然就少了 。 乘
客原本只是想搭个顺风车，不料还要经受
如此这般的“考验”，抱怨也在所难免。 但
话说回来，商家如此做，也是形势所逼。

人们不该忘记，2018 年河南郑州与浙
江温州接连发生两起命案， 一位空姐和一
位 20 岁的姑娘均因乘坐滴滴顺风车而遇
害，涉事企业因此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滴滴顺风车不得不在全国全线下架。

显然，现今顺风车使用中的诸种繁琐与
不便，都是在为过去所闯的祸“埋单”。 人们
也总是期望在用车方便自由的同时又更安

全，只是，现实中鱼与熊掌兼得的好事太少，
当事情只能顾及一头时，天平就只能更多地
向生命安全倾斜。

况且 ，以往顺风车的闯祸正是因为风
控制度的疏漏———此前对司机及其运行

几无限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无限次

跑，结果，顺风车变成了出租车，这不仅对
出租车行业秩序造成冲击 ，令顺风车的性
质变味，亦大大增加了运行风险。

因此， 当滴滴顺风车重新面对公众时，
它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乘客不适，似乎正
是其应付的代价。 公众的不满与吐槽，恰恰
也说明企业在衡量安全与公众便利时，尚未
探寻到令各方都满意的最大公约数。

事实上，由于顺风车在公共出行方面的
特殊性， 如何更好地兼顾便利与安全的平
衡， 不仅企业仍需做更多的创新性开拓，政
府相关部门亦应有所作为。如能否统筹社会
各方的大数据， 搭建开放性的顺风车大平
台，企业、乘客均各取所需，这样，无论安全
性还是便利性都将大大提高。

顺风车虽说由企业主导，但若想真正便
利公众，令车主有参与积极性，顾客搭乘亦
更放心更方便，显然亦需政府行政之手的助
力。 总之，顺风车只有名符其实“顺风”才会
有生命力，否则，一切都可能只是传说。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全国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2030
年要降到 20%以内 ， 各省份控烟谁最
优 ？ 据报道 ，近日 ，北京市卫健委发布
的 《北京市第三次成人烟草调查 》显
示 ，2019 年 北 京 市 成 人 吸 烟 率 为
20.3%。 上海市公布的最新成人烟草流
行调查数据显示 ，2018 年上海 15 岁及
以上成人现在吸烟率为 19.9%。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 《“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提出开展控烟
限酒 ， 具体目标是———“到 2030 年 ，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 ”
从京沪两地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看 ，
北京目前接近达成目标 ，上海已达成
目标 。 从媒体报道看 ，有一些地方并
不乐观 。

上海之所以提前完成控烟目标 ，
原因林林总总 ， 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
安排有效 。 比如早在 2010 年 3 月 1
日 ， 就正式实施国内第一部由省级人
大颁布的控烟法规。 2017 年 3 月 1 日，
又对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
作出修订 。 同时 ， 上海设定的目标更
高———在 《健康上海行动 (2019-2030
年 )》中提出 ，至 2022 年和 2030 年 ，成
人吸烟率分别下降到 20%及以下和
18%及以下。 依目前态势看，完成当非
难事。

应该承认 ，完成控烟目标 ，不同
地方有不同处境 、 也有不同难题 ，上
海的经验是否可以 “移植 ”到其他地
方 ，尚需探讨 。 但不争的事实是 ，能不
能完成控烟目标 ，关键看政府部门有
没有决心 ，下不下 “狠 ”心 。 《“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 》提出 ， “领导干部
要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 ，把党政机关
建成无烟机关 。 ”但在一些党政机关 ，
领导干部吸烟并不罕见 。 如果连领导
都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 ，谈何建设无
烟机关 ？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

安表示 ，控烟专项行动中 ，政府工作是
约束性指标 。 换言之 ，到 2022 年要基
本实现把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

关是约束性指标 ， 各级官员有责任以
身作则，带头控烟。

修订后的广告法对烟草广告有了

更明确规定 ， 但一些地方仍打法律的
擦边球。 此外，一些影视剧中也有渲染
吸烟的细节 ，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 。
这也是控烟难不可忽视的因素。

参看国际经验 ， 在烟盒包装上印
有黑肺 、烂牙 、病容等警示图案 ，可显
著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 ， 减少
烟草消费。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提出 ，“完善卷烟包装烟草危害警

示内容和形式 ”。 但调查显示 ，我国卷
烟烟盒上至今尚未使用警示图形 ，目
前烟盒上大抵只是印制字体很小的

“吸烟有害健康”等文字。
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 。 一年多

前 ，国家烟草专卖局 、中国烟草总公司
召开会议要求 ， 确保完成年销售 4750
万箱的目标任务。 消息传出，网友认为
这与控烟大背景相悖 ， 中国控烟协会
对此也提出批评 。 对于烟草总公司来
说 ，当然希望卖出的卷烟越多越好 ，但
烟草有害于公众健康 ， 自然不受公众
待见 。 这也让人深思 ，控烟难 ，究竟难
在哪里？ 一些职能部门态度暧昧，一些
利益团体阳奉阴违 ， 恐怕是造成控烟
目标难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吸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 ， 这是常
识 。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
的重要标志 ，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
健康策略 ，为此需要积极控烟 ，这也是
常识。 控=手+空，只有着手推进、扎实
突破 ，特别是用行动瓦解阻力 ，控烟才
不会成空 。 好在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
面 ， 已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吸烟的危
害。 目前，最需要各地各部门展现强大
的行动力 ， 通过法律约束让控烟更见
成效。

（作者是北京著名时事评论员）

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实现控烟目标，有行动才不成空
□王石川

巴斯夫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
西门子变压器智能化工厂、 埃克
森美孚石油化工综合体、 通用电
气海上风电产业园、 日本电装华
南新工厂……去年以来，众多新一
代能源化工、先进制造业、生物医
药、 现代服务业等外资重大项目
加快落户广东。

广东近年来积极作为、精准施
策，出台《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
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
施》并适时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
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提升投资
贸易便利化水平， 强化政策支持
保障， 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强大的
增长后劲，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全

球高端经济要素加速聚集。
2019 年， 广东利用外资呈现

出进一步向更大规模、更高水平、
更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广东省商
务厅数据显示，在 2019 年国内外
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下，
前 11 月广东新批设立外商直接
投资企业（项目 ）13147 个，实际利
用外资 1424 亿元，增长 3.3%，规
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实际到资
超 1 亿美元的项目达 43 个、增长
19.4%，实际外资合计 121.6 亿美
元、增长 13.6%。

与此同时， 重要外资来源地
信心持续增长。 去年前11月，广东
前三大投资来源地实际外资全部

实现增长，爱尔兰、西班牙、奥地
利、 新加坡等国实际外资分别大
幅增长8.5倍 、5.1倍 、2.4倍和 1.1
倍；“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
实际外资71.7亿元，增长1.1倍。

重点平台扩大开放、吸收外资
作用凸显。 前11月，广东自贸试验
区实际利用外资466.2亿元、 增长
30%，占全省比重增长至32.7%。

全球高端经济要素加速聚集，
持续促进着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
去年前11月，广东高技术产业实际
利用外资302.5亿元、增长7.1%，占
全省比重进一步提高至21.2%。 其
中，医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利
用外资分别增长65.3和61.4%。

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去年 1—11 月，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全国第一；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蓬勃发展，全球高端经济要素加速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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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彪 ，中山大学法学
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该
校最年轻的法学教授。 高
级法院法官出身 ，后转型
为学者。 兼任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

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
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法

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研究

中心研究员。 研究领域为
民商法学 、 法律经济学 、
法律与认知行为科学。 在
《中国法学 》 《社会学研
究 》等权威核心刊物发表
文章 40 余篇论文 ， 出版
《可得利益的民法治理 ：
一种侵权法的理论诠释 》
《侵权责任法 》 等多部学
术著作。

法学学术研究应当

回应法治实践 ，必须有效
解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
至少应当从制度理想和

发展战略层面为实践指

明方向。

在华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杨彪的履历是特别的。 他是一名“80
后”，曾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多年，而后从教，2016 年成为中
山大学最年轻的法学教授。

从高院法官到大学教授，杨彪始终走在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前沿。
他始终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能够充当一座桥梁，把来自法律学术界
的抽象思考和司法实务界的鲜活案例结合起来， 用通俗生动的语言
展现法律的真谛，向公众传播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使全社会能
真正理解、尊重和信仰法律。

从
法
官
﹃
转
型
﹄
为
学
者

壹 “法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
学问。 ”杨彪从小受律政影视
作品影响，法庭上唇枪舌剑与
独特思辨深深触动了他，遂立
志终身从法，匡扶社会公义。

1999 年，他考入中山大学
法学院，2005 年硕士研究生毕
业后进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成为一名法官，从事民商
事审判工作。 几年的法院工作
经历，让他初窥法律实务的门
径，也为司法实践与制度理想
的差异而困惑。 喜欢思考的杨
彪决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于是，2008 年， 他回到母校中
山大学，从法官坐席走向了三
尺讲台，成为一名年轻的大学

讲师，并迅速成长为华南法学
界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

他提出的“受益型侵权行
为 ” 理论在业界产生重大影
响，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中变成了具体的法
律条文。 他以咨询专家的身份
参与了广东公检法领域众多大
要案的论证，为地方政府重大
行政决策提供制度层面的建
议。 他还主持起草了《广东省
村居自治条例》等众多地方立
法草案，参与广东省普法的量
化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等。

“以前的学者都是深藏闺
中，不为大众所知。 ”杨彪说，

“我是法官出身， 非常关注理

论研究是否符合社会需要。 ”
如 何 让 老 百 姓 也 能 知

法、 懂法并广泛参与到法治
社会的建设中？近几年，杨彪
尝试做一些民商法领域的普
法宣讲。

“制度设计不是曲高和寡
的精英游戏，社会民众才是法
治的真正载体，他们的法律意
识是否先进，直接决定了我们
的制度成本。”他希望，能利用
互联网新媒体技术打造一个
更容易让社会民众接受的普
法窗口，将抽象的理论思考用
清晰 、 朴实的语言传递给大
众， 揭示案例判决背后的法律
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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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经典语录】

当代中国法学家的角色
和使命是什么？ 杨彪认为，法
学家有两个重要的使命：一
是 在 宏 观 制 度 层 面 影 响 立
法，做好规则设计；二是关注
个案公平影响司法， 为冤假
错案发声。

“学者最重要的品质在于
独立和理性。 因此， 越是在公
众舆论热议的冤假错案、 重大
要案中， 我们法律学者越应该
有社会担当， 独立思考， 表达
一种理性冷静的立场 ， 不对
抗，不谄媚。 ”杨彪说。

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就
有被骂的风险。 杨彪笑道：“我

经常被骂， 因为表达了一个正
确但不讨喜的观点。 即便如
此， 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立
场。 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为
公众思考提供更多的可选项是
学者的责任。 ”

他告诉记者，未来，自己
将继续坚持学术研究 ， 用更
多前沿交叉学科来拓宽对传
统民法、司法制度设计的理解
和分析。比如结合粤港澳大湾
区的实践做情势化、本土化的
研究提升 ， 反哺法学理论研
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
创新；他还希望能参与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后续

研究中，广泛参与地方立法尤
其是省市规范性文件出台过
程， 以学者的良知建言献策，
最大限度服务地方、参与社会
实践。

一个当过法官的法学家很
难得， 杨彪告诉记者， 他将借
助自己的跨界身份做一些普法
工作， 把专家的法理、 法官的
权衡、 检察官的思维、 律师的
立场等， 用最朴实的语言进行
描述和传播， 展示法律本身的
面貌、 精神和运作方式， 让公
众更愿意接受法治的理念 。
“知法、 懂法， 才能守法，信
法。 ”他说。

杨彪这名“80 后”的履历很特别———

从法官转型为教授
立志传播法治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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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马汉青

去年 1-11 月，广东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
36.9%， 一般贸易占外贸总值较去年同期提升
2.2 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 1424 亿元，规模全
国第一……去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
广东外贸发展不断提质增效， 全球高端经济要素
加速聚集，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零时 31 秒，2019 年“双 11”
黄埔海关首票跨境电商清单成功
放行， 一票申报为补水保湿面霜
的商品将在第一时间送到消费者
手中；全天该关共审核（验放 ）173
万票跨境电商货物电子清单，同
比增长 113.5%； 货值 2.46 亿元，
增长 95.3%……这是 2019 年“双
11”当天，黄埔海关审核跨境电商
的火爆场面。 这也是广东外贸新
动能持续增强， 外贸新业态迅猛
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9 年， 面对复杂的全球贸
易形势， 广东作为全国外经贸大
省，其进出口显示出强大的韧性。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广
东前 11 月外贸总额 6.41 万亿元。

11 月 当 月 ， 广 东 外 贸 进 出 口
6512.6 亿元 ，增长 0.7% ，实现正
增长。 其中，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抢眼，1-11 月，广东保税物流
达 9154.1 亿元，增长 12.3%。跨境
电 商 贸 易 额 923 亿 元 ， 增 长
36.9%。

国际市场布局更加合理均
衡。 数据显示，去年 1-11 月，广
东对东盟进出口 9079.8 亿元，增
长 4.9% ， 对欧盟进出口 7985.8
亿元，增长 10.7%。 此外，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53 万
亿元，增长 4.7%，占广东进出口
总值的 23.9%， 占比提升 1.5 个
百分点。

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民营外

贸企业展现强劲的活力。 去年
1-11 月 ， 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
3.29 万 亿 元 ， 增 长 3.2% ， 占
51.3%，较去年同期提升 2.5 个百
分点。

特别是，自主性强、附加值较
高的一般贸易主导作用继续强化。
去年 1-11 月，广东一般贸易进出
口 3.16 万亿元，增长 3%，占外贸
总值的 49.2%， 较去年同期提升
2.2 个百分点。

广东推动外贸强省建设成效
正持续显现。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
到，截至目前广东已建设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 59 个， 为广东保持外贸
稳定增长、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抢眼

外资重大项目加快落户

E-mail:wbsp@ycw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