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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延长到10天 这个可以有
□玫昆仑

报载，近年来，每次大

小长假期间，关于节假日

的安排都会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这次两会上，来

自宁波的代表提交的建议

也关注这一热门话题。全

国人大代表、奉化市滕头

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建议，

将春节假期延长到 10 天，

七夕放假一天。（3月6日
《现代金报》）

2016年春节放假7天，

除了调休以外，实质上只

放3天假，无论从哪个方面

讲，都与这个一年中最重

要、最隆重的节日的氛围不相符，都与这个传统民族佳节的传承与弘扬不相符，

延长春节假期是必然的，也是民心所向。截至5日晚10时，来自凤凰网的数据显

示，春节假期延长到10天的网上支持率达89.69%。

如果除夕不算放假，从初一放假到初三，虽然过了3天年，但春节是从除夕

开始的，除夕不放假，意味着春节没有完全放假，也是阻挡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回

家吃团圆饭，这有违人之本性。何况，春节放假是从除夕开始的，如果说除夕算

放假，那么现行真正的3天春节放假日中只剩下初一、初二放假了。过春节主要

是为了一家人团圆团聚，如果按照现在放包括调休的7天假，在外工作的人们一

半假日花在路上，回家过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真正呆在家中的时间十分

有限，怎么能多陪陪父母和孩子，多与亲友沟通、交流，融洽亲情和友情？

事实上，按照传统习俗，正月十五之前都属于广义上的春节，很多地方和人

们都沉浸在节日氛围中，现行初七上班，让人感到只过了一半的年，年味还十足，

即使上班了，一些人不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就是“偷偷溜号”。因而，人们都期

盼延长春节假期，这样可以带来诸多好处。其一，能够减少春运压力，提高人们

出行的幸福指数；其二，有利于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其三，有利于提高工作

效率，人们返回工作岗位后会更加专心工作；其四，有利于融洽亲情、友情，有假

日与亲人、朋友相聚相会，多一些了解、沟通，便会亲上加亲。

而今，有人大代表提出春节假期延长到10天，是个好建议，值得有关部门好

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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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SHENG YIN微声音

FEI CHANG DAO非常道

新华社：
若四川夺冠将成笑话
外援政策必须改

四 川 会 不 会 成 为

CBA历史上第一支靠“三

外援”夺得总冠军的球

队？对于四川球迷来说，

三年内“咸鱼翻身”，幸福

来得好突然；对于俱乐部

来说，是一次短线操作的

成功范例；而对于 CBA

和中国篮球来说，是一则

幽默十足的冷笑话。

假如四川夺冠，一项

新的纪录将载入史册。

如果“梦想成真”，也到了

CBA 必须调整外援政策

的时候了。

贾康评“拆迁致富”：
这是社会逼政府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

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

研究院院长贾康再出争

议言论：很多人因为拆

迁，摇身一变就是几千万

富翁，不出这个价，征地

拆迁补偿免谈，这是社会

逼政府。

@中新社

轻松几招
让你天天好心情

坏情绪不仅会影响

生活质量，还容易带来

疾病。面对坏情绪，你

可以试试：①睡眠法：睡

眠能通过缓解疲劳，降

低 坏 情 绪 对 人 体 的 影

响。②运动法：跑步、游

泳等有氧运动有助于分

泌快乐多巴胺。③音乐

法：听 10 分钟音乐能有

效缓解坏情绪。

@人民日报

教师辞职信再红网络：
薪酬不能持家

近日，又一封辞职信

在网上热传，言辞直接犀

利，辞职理由仅十二个

字：“才疏不能胜任，薪酬

不能持家”，引来网友纷

纷点赞。写辞职信的夏

先生称，自己是重庆一家

技工学校的专职教师，因

学校近期进行工资调整，

收入减少无奈辞职。

@人民日报

“提高挂号费诊疗费”
不妨听取专业声音

□斯涵涵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

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

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

薪酬制度。（3月6日国际在线）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下，刘玉村委员却要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惹得

不少网友愤慨不已。然而，将刘玉村委员的发言完整、冷静地看下来，平心而论，

确有几分道理。

前不久轰动一时的“女孩痛斥号贩子”的视频将号贩子的问题摆在舆论面

前。很少有人注意到女孩要挂的是专家号，并非普通号。一边是高度计划的专

家——就几天挂几个号，另一边是庞大而自由的病人群体，这种计划和自由之间

的严重不匹配，实则是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和供需的不匹配，号贩子抓住“商机”

应运而生。事实上，不仅是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即便是著名的北大医院、协和医

院，也有很多医生坐一上午没几个病人，仅仅是这些医生不是专家，知名度不够，

是挂普通号而不是水平不够。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可以有效分流患者，按照病

情逐级就诊，符合病人就医、大夫看病的治疗规律。

挂号费高了，小病挂专家号的就少了，号贩子的风险成本大大增加，不仅优

化了医疗资源配置，也比较符合分级诊疗的初衷和意义。

也许很多人要问：提高挂号费就能解决“号贩子”问题吗？需要看到，刘玉村委

员也指出了“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并提出了药品和服务价格

“三升三降”的建议。在全面推行分级诊疗、计划诊疗的基础上，降低药费检查费，

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完善监督制度，假如这

些建议得到落实，“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就不会遭到这么大的非议而不被接受。

当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绝不仅仅是单纯“涨价”那么简

单。如果提高了挂号费诊疗费用，药费、器材费依然降不下来怎么办？号贩子将

涨价的负担转嫁给患者，依然猖獗怎么办？大幅上涨的挂号费诊疗费就会增加

有真正需求的患者负担，这是我们在提出或决定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之前，都应

该想到的。

剖析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号贩子问题的原因是发生在需求侧的问题。只有

大力加强供给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既不能漠视患者看病难看病

贵的社会痛点，也不能无视医生群体的专业声音和职业诉求，搭建公平公开的意见

平台，寻求最大“公约数”才是解决难题的关键。

RE DIAN LENG PING热点冷评

“教授做检讨”
贵在“解剖”自己
□刘昌海

“74岁的老教授，上周因为看错了课表没有来给学

生上课，这周写了检讨书在学生们面前做检讨，要把检

讨书张贴出来，还提出因为自己无故旷工要求停掉自

己本学期的退休补贴。真的深深被王万森老师感动！

致敬！”3月3日那天，山师研究生胡燕在朋友圈写下了

这样一段话…… 其实，胡燕并不在现场，这是好朋友

韩晓云上课时亲历的课堂。（3月6日中国青年网）
不管是什么原因，老教授没来给学生们上课，这肯

定是错的。但旷了工的老教授不但取得了学生们的原

谅，还得到了学生、教职工乃至校领导的由衷敬意，个

中原因，颇值得我们玩味。

老教授之所以令人尊敬，最大的原因在于勇于“解

剖”自己。“我可以狡辩，缺课不是有意的，是看错了课

程表……实则不然，为什么我五十年从教没有出现过

这种低级错误，恰恰在刚刚退休就出现了呢？正是因

为退休让自己松懈了……”这样的反思，具有震撼人心

的力量。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

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但人们往往解剖别人容易，解

剖自己却难。老教授面对一次普通的“小事”而对自己

“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查找出问题的思想根源，并

诚恳道歉，才得到了同学们的原谅，赢得了所有人的尊

敬。可以设想，如果老教授倚老卖老，没去上课还找理

由搪塞，相信同学们的态度会是另一种样子。

面对错误，有的人会推卸责任，有的人会死不承

认，有的人会以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但最正确

的办法，是老老实实承认，并主动承担起该承担的责

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避免

犯错误，但面对错误时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才能够将影

响降到最低，才能够取得别人的谅解。可以说，“教授

检讨”是应对错误的最佳范本，不但用真诚化解了危

机，还为自己赢得了尊敬。

乘客需要的
不仅是一个“高铁馒头”
□郭元鹏

3 月 5 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

盛光祖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针对有记者提出的“高

铁15元的低价盒饭能买到吗”的追问，盛光祖说：铁路

部门一直想提供给旅客价廉物美的食品，将来高铁将

增加品种，推出包子、馒头、三明治等低价食品。（3月6
日《现代快报》）

这样的表态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只有高铁的服务

是多元化的，才能让乘客接受高铁。

但是，让我们担心的是，这只是一种“积极表态”，

表态之后，动车上的馒头是否能见到。在高铁上卖馒

头是多大的事？只要一个通知，明天高铁上就能买到

馒头。就怕“积极表态”之后，不是调研“高铁馒头”的

可行性，就是座谈，就是探讨，就是征求意见，如此这

般，“高铁馒头”何时才能成行？

乘客期待的并非只是一个“高铁馒头”。乘客对于

高铁的吐槽是因为饭菜太贵了。动不动就是几十块

钱，如果是一家三口出门，在买不到“15 元盒饭”的时

候，在只能吃“40 元盒饭”的时候，这一顿饭就是 120

元，普通乘客如何能够承受？我们关心的其实是这个

“40元盒饭”值不值这个价格？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是价格的合理。如果说，在有了“高铁馒头”之后，“40

元盒饭”依然存在，则需要继续追问，“40元盒饭”真值

40元吗？如果这个盒饭的成本只是10元钱，铁路部门

有什么权力卖到40元？

“高铁馒头”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公众对高铁餐

饮的关注，更是对高铁餐饮价格“姓高”的不满意。别

把“高铁馒头”与高额餐费混为一谈，期待“高铁馒头”，

更期待高铁饭菜不再那么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