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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要让医生带着患者走 □罗志华

5月29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省卫计委获悉，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为实现到2017年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有效下

沉等目标任务，我省制定了《儿科常见疾病分级诊疗指南》，对新生儿疾病、消

化系统疾病、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常见的心理障碍等11大类上百种儿科疾病，

作出详细分级诊疗指南……（今日本报05版）
分级诊疗的核心内容，是让好医生往下走，基层的水平得到强化，患者也

回到基层。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是先让患者回基层，还是先让医生回基层？

做法不同，效果就会相差甚远。

不少推行分级诊疗的做法，是让患者先回基层。比如，到基层看病的报

销比例更高，就是“利诱”患者回基层；给予基层医生转诊权，让他们能够帮助

患者挂到大医院的号，就是用便利来吸引患者。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只要

患者足够多，医术就会不断提升，也会吸引更多医生到基层。因此，让患者先

回基层有其合理性，只要患者回到了基层，医生也会跟着患者走，最终起到

“强基层”的作用。但在基层得到充实之前，先回基层的患者无疑要面临基层

医术不高等现实困境，有一段时间的阵痛需忍受。

假如让好医生先到基层呢？由于患者到基层看病还没有形成习惯，且一

个地方的医术高低，除了医生因素外，还有器械设备、团队和整体氛围等因

素，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先到基层的好医生可能有一段日子要“熬码头”，在

此期间，医生的收入水平可能不太高，职业前景可能看上去较暗淡。但只要

熬过了这段时期，患者就会自觉下沉到基层，医生的好日子也会随即到来。

可见，无论让哪一方先回基层，只要形成潮流，则要不了多久，分级诊疗

就会成功实现。

最好的做法是，通过定岗定编、多点执业、利益驱动等举措，鼓励一部分

好医生下基层，进而带动患者也跟着往下走。让医生先迈出一步，形成医生

带着患者走的格局，最容易突破多点执业的瓶颈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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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靠墙站轻松减肥

减肥也有超简单方

法：夹紧臀部，把整个背

部紧贴在墙壁上，臀部、

背部、腿部、腰部、头等都

尽量贴紧墙面。每天吃

完 午 饭 、晚 饭 后 的 半 小

时，至少坚持站 15 分钟，

一周就能见到效果，据说

不仅瘦腰腹，而且腿、脖

子、脸部也能变瘦。今天

午饭后试试？

@生命时报

所有的苦
以后都会笑着说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

抱怨生活，觉得命运如此

不 公 ，自 己 拼 了 命 地 努

力，吃尽了苦，却还是不

能变得更好。但你真的

还年轻啊，你现在所经历

的苦难都只是人生路上

的一点考验罢了。须知，

咽得下多痛苦的经历，才

扛得起多沉重的梦想。

@人民日报

FEI CHANG DAO非常道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能否考虑以组织裸奔的
形式排解压力？

厦门市教育局称，“高

考临近，近日个别高中学

校组织学生以撕书、吼楼

等形式宣泄考前压力”，并

认为这些“不是排解高考

心理压力的正确方法，应

予以纠正。”“撕书、吼楼

等形式背离了学校育人

的宗旨，同时也不是排解

高考心理压力的正确方

法，应予以纠正。”华东政

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

伟称，“能否考虑以组织

裸奔的形式排解压力？哈

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

不少名校考试期间都组织

男女生深夜裸奔，以排解

压力，效果明显。”

中纪委机关报：
党员多读党报
岂能热衷花边新闻

《中国纪检监察报》日

前刊文指出，私下里，有些

党员干部嫌党报党刊没有

“花边新闻、小道消息、八

卦 新 闻 ”读 起 来“ 有 意

思”。作为党员干部，岂能

沉溺于捕风捉影的“花边

新闻、小道消息”，热衷于

低级趣味的“八卦新闻”？

再说了，作为党的干部，连

党报党刊都不愿意读，怎

么了解党的施政方针，理

解好党的政策？不理解政

策又怎么去开展工作？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APP软件作恶

幕后黑手必须斩断
□韩睿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

布通告，通报在 2016 年一季

度发现不良软件 29 款，有的

违规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

有的强行捆绑其他无关 APP，

甚至有的恶意“吸费”。工信

部 提 醒 ，手 机 中 若 有 这 些

APP，应尽快卸载、删除。（5月
29日新民网）

仅仅对 43 家手机应用商

店的应用软件进行技术检测，

工信部就发现不良软件29款，

它们个个魔高一尺，都具有令

人难以防范的作恶本领。这

且不算，数据还显示，一季度，

工信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电信用户申诉受理机构共

受理申诉21178人次。其中用户服务类占比最高，为41.6%。12321网络不良

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受理有效垃圾短信举报31411件次，内容主要涉及

商业广告推销宣传和涉嫌违法诈骗等。

如果说，这一条消息还在意料之中，那么，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就让人惊诧莫

名了：在2016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上，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的一场主

题演讲，把一些听众讲“蒙了”。他说，只要你的手机里安装了百度、高德等导航

软件，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能很快通过手机里APP提供的数据找到你。也就

是说，只要你安装了一些软件，使用手机通信、导航、购物，就等于自己让自己

裸奔了，轻的是提供了你的位置信息，重的是被人骗走你的钱，一言以蔽之，

就是没了私密性更没了安全感。好比你躺在自己的床上，四周都是摄像头，

或者在浴室里洗澡，墙壁都是透明的。

智能手机与互联网，它们的诞生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人们

感觉到了迅捷与方便，还能让情侣天涯咫尺。然而与此同时，它也给人们带来

了各种风险，这固然有人们警觉不够、操作不当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也让一

些作恶者左右逢源，更加便捷和疯狂地套取用户信息，为非作歹，实施诈骗。

我们注意到，工信部通过定期检查及时发现了问题，并且已发出提醒，要

求广大用户提高防范意识，在连接免费WiFi、扫描二维码、点击网站链接、回

复验证码等操作之前务必确认其来源，谨慎操作，通过正规渠道下载手机APP

等软件，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和上当受骗。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仅此远

远不够。对于那些已经违规违法的 APP，应立即警告、纠正并屏蔽、关停，对

于那些作奸犯科的幕后黑手，必须依法斩断，绝不能让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

产受到威胁，更不能让改革成果和来之不易的幸福感毁于一旦。

反思“研究生之死”
别止于声讨导师
□陈广江

5月23日，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在上海一家

工厂的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此次事故共造成 3 人死

亡。据悉，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的股份。李

鹏的家人及同学质疑，张建雨涉嫌安排李鹏进行中试放

大实验，这或是事故原因。（5月29日《新京报》）
一次实验夺走三条人命，令人唏嘘不已。在导师

眼里，爆炸事件“纯属意外”。但媒体报道的种种细节

显示，这场“意外”包含了很多“必然”因素。可以说，研

究生命丧导师参股工厂事件再次揭露出导师与研究生

之间异化的师生关系。

公众有理由把矛头对准导师。爆炸的工厂是他违

规参股的，危险的实验也是他安排的，而为论文而苦恼

的学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设施简陋的工厂里进行

“玩命实验”。导师像私企老板，学生像廉价苦力，如今

发生了一案三命的悲剧，导师注定难辞其咎。

在声讨导师的同时，更要看到背后的“制度之恶”。

在“导师负责制”下，导师掌握着“生杀大权”，学生没有

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要你还想毕业的话。对学生来说，

读研像赌博，跟对了导师，搞科研、发论文小菜一碟，导

师“吃肉”，学生跟着“喝汤”；若跟错了导师，比如那种科

研水平或道德水平不高的导师，就苦不堪言了。近些

年，导师把学生当低价劳动力、剥夺学生科研成果、截留

学生补助甚至性侵女学生的事件时常见诸报端。

师生关系异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些年研究

生不断扩招，导师放羊一样带着一批硕士和博士，就像

工厂流水线一样制造产品，无暇顾及每一个学生。这

种情况下，导师不仅会论文“放水”让学生拿学位，有时

一个疏忽还可能酿下大错。

导师的权力大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监督和制

约。导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导师负

责制”需赋予学生一定的博弈能力，别总是等出现了悲

剧才意识到制度存在漏洞。

“老师打死补课学生”
能否痛醒“禁补令”
□汪昌莲

网曝5月28日上午9点，山东日照市五莲县一名女

老师在自己家中的辅导班，殴打4名学生，致1名学生

死亡，3名学生受伤。山东省五莲县公安局办公室一名

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了此事，并表示警方正在就此事

展开调查。（5月29日《新京报》）
5 月 21 日，辽宁大连 3 名小学生在老师家里补课

时，因突发火灾丧生；时隔仅 7 日，山东日照一名辅导

教师，在家中关门殴打参加补课的学生，致 1 死 3 伤。

悲剧频发，再证有偿补课之恶。事实上，早在2015年7

月，教育部就印发了《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

有偿补课的规定》。然而，有偿补课，已成为久治不愈

的一种顽疾。尽管国家及地方都有明文规定，且频下

“禁补令”，但由于没有处罚措施，“禁补令”实际上已沦

为“进补令”。

不可否认，一些教师完全背离了基本的职业道德：

比如有的在课堂上应该讲的内容不讲，留到补课时再

讲；有的给不参加有偿补课的同学穿小鞋。当一个教

师用商人的心态去经营教育时，这样的教师怎么能为

人师表？又怎么能赢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尊重呢？

有偿补课，正在不断败坏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影响着

社会和公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实

施“禁补令”，对违规教师进行处罚，是必不可少的。

补课悲剧频发，当痛醒“禁补令”。一方面，将不参

与有偿补课，作为衡量教师师德的一个重要标准，使有

偿补课之风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讲师德与

操守，不择手段从事有偿补课的教师，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应当进行严厉查处。但从长远来看，改变单一的功

利的教育评价体系，拓宽孩子们的受教育“模式”和成

才途径，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育理念，方能从根本上

遏制有偿补课现象的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