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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因体检吃官司警示了谁
□ 罗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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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榜样”是用来超越的

从 0 到 1 很难，从 1

到 2 也不容易。要找到

创新突破点，非得有自

我否定的勇气、敢于质

疑的精神才行。所有革

命性突破，都源于“自我

创新基因”再编辑。榜

样不仅是队伍“标兵”，

更应成为发力超越的对

象。超越最伟大对手，

才有最伟大创新。

@人民日报

交“有用”的人
不如读“无用”的书

时下，不少人在朋友

圈里寻找“有用”的人，或

寻找一切机会结交有权

势的人。其实，交十个所

谓有用的人，不如读一本

所谓无用的书，因为那十

个人只会让人知道功利，

而一本无用的书教给我

们的往往是崇高，这才是

立身之本。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警察执法
当有能力“自证清白”

现行制度对合法性

证明的要求仅限于部分

执法措施，尚不具有全局

意义。执法机关完全可

以先行一步，利用现代科

技，自受理案件开始就对

每一步处置真实记录，使

案件事实和执法行为以

可核查方式经受监督机

关和公众考验。警察的

执法公正也应当通过能

够经得起事后审查的方

式加以确认。警察应当

为自己的执法行为留存

良好记录，自证清白。

持有百万现金而不是
房产证的人，真可怜

“面对这些年京沪

房价事实上的大涨，如

果你非常不幸地手里持

有百万现金，而不是房

产证的话，你真可怜了，

必须想办法了，不赚钱

就是亏钱。”

“ 谁 是 最 可 怜 的

人？持有几百万现金，

又被限购的人，眼睁睁

地看着手里的纸币，慢

慢缩水。第一年轻轻松

松全款买100平米，第二

年变90平米了，第三年、

第四年、第五年，唉，我都

不忍心说了。好不容易

到第六年社保满了，你可

以买了，估计只有 35 平

米了。问题是，哪里去找

35平米的房子啊！”

——财经博主@财上海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三无粽子”网上热卖
倒逼监管“上线”

□汪昌莲

高考作文越来越务实
是一种趋势
□ 黄春景

6 月 7 日，打开各大门户网站，映入眼帘的头条新闻

基本都是与“高考作文题”有关。全社会关注高考作文

题，这大概只是在中国才有的文化现象，也说明“国考”在

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对于2016年高考作文的解读，

笔者有话要说。（6月7日央视）
总体而言，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少了“务虚”，多了“务

实”，离现实更近了。诸如安徽卷“看图说话”、上海卷“评价

他人的生活”、浙江卷“虚拟与现实”等内容的题材，无疑是

对考生写实作文的一次考验。这些作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要

我们关注现实，关注身边的人，关注身边的点点滴滴。

哈维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

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让考生

都能参与，有话说，说实话，这是高考作文改革的风向

标。比如，2016年的浙江高考作文探讨虚拟与现实，这可

以说是一道务实的写作题。近年来，网上购物、视频聊天

等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及。有人预言，以后只要装一

个虚拟世界的设备，就可以足不出户感受虚拟世界的真

实场景……当虚拟世界里的“虚拟”，越来越成为现实世

界里的“现实”，你是选择拥抱这个世界，还是可以远离它

或者保持适当的距离？作文题目既紧跟潮流又贴近现

实，对考生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检阅。

近年来，部分学生在作文学习中往往随心所欲，甚至

应付了事，“务虚”有余，“务实”不足。看似“务实”，实则

里面“虚”的东西太多，久而久之，学生写作水平停滞不

前。“务虚”的高考作文题，前几年几乎泛滥成灾，早已遭

到社会的诟病。这种“务虚”离现实远了，不利于考生的

未来发展。

纵观2016年高考作文题，越来越务实的内容考量和

方向选择，已是有目共睹。当高考作文少了“务虚”多了

“务实”，这是好事一桩。“文章务为有补于世”，古人就告

诉我们文章要有现实意义。尽管后来也出现过务虚的作

文，但逐步走向务实是高考作文必然的趋势，这与新课标

所提出的学生要参加社会实践理念相吻合，也较好地体

现了作文考试的人文特点与时代气息。

“英语麻将”
避免走形需要走心
□ 宋潇

距离2016年中考不到半个月，成都市机投中学初三

的一间教室内，传来阵阵麻将洗牌的声音。学生们每四

人围成一桌，摸牌、打出，熟练而自然。发明者田精耘反

复强调，这套麻将牌是“教具”，而非娱乐工具，将其引入

校园的目的，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6月7
日《新京报》）

一般人可能都会这么想，在中考前，应该是放松或者

看书做习题，怎么会用搓麻将的方式复习？其实，这样的

质疑有很多，但是都没有触及教具创新的本意，若是单纯

地拘泥在教具的形式上争议，就不可能发现“英语麻将”

的意义，远非助力中考那么简单。

对教具的探索，是教育创新的应有之义。众所周知，

现代课堂的应试倾向是很严重的，且对学生的创造性、逻

辑思维以及思考能力都是极其不利的。要减少这种现象，

仅仅是改革教科书显然是“捉襟见肘”，学生们喜闻乐见的

教育形式是增加提问和互动环节，自己能从语言特点中体

验文本内容，从创新教具、互动教学中感受教育的魅力。

正因如此，我们关注的重心就不应该只是“英语麻将”

的形式正确与否，只要内容能够贴近生活，符合学生审美趋

向，又怎么不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呢？“英语麻将”实际上是一

种教学用具，与用于娱乐的普通麻将有着“本质区别”。

诚如发明者所说，“英语麻将”只是借用了娱乐工具

的外形，其目的在于营造英语学习的氛围，内核仍然是

“教学用具”。除了“英语麻将”外，还有“英语围棋”“英语

扑克”等。这些教具，都在无形之中拉近了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之间的距离，通过这样的场景建设，为学生在家里

也创造了语言学习的环境。由此可见，“英语麻将”的诞

生，本质上是在将寓教于乐体现得淋漓尽致。

助力中考不容教育走偏，教具创新值得推广。关键

是，寓教于乐的意义不能走形，就更需要老师和学生走

心，将学习当做有趣的事，才是“英语麻将”的创作本意。

端 午 节 即 将

到来，粽子销量增

加。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小作坊的

“黑粽子”和网上

销 售 的“ 三 无 粽

子”流入市场，存

在安全隐患。（6月
7日中国新闻网）

“黑粽子”“三

无粽子”在网上热

卖 ，质 量 安 全 靠

“人品”，令人堪忧。不可否认，我国网络商品交易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国家

出台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中，并没有对经营食品

作出要求，网上食品销售存在很多监管盲区。特别是，网店食品经营入门条件

偏低，相关信息审核并不严格，相当一部分的网店，连最基本的经营资格都不

具备，以家庭小作坊为据点的食品生产商，很难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中的相

关规定。这也给“三无粽子”在网上热卖，提供了现实平台。

调查显示，仅淘宝网便有4160种“自制食品”，有些“自制食品”一个月甚至能

出货数千件。这些“自制食品”主要来自家庭作坊和小食品厂，大多没有生产许可

证编号、产品标准号、食品添加剂、厂址等信息。这些“三无”食品，一旦遇到质量问

题，商家因逃离了常态化的市场监管，便以买家保存不当等理由拒绝赔偿，给网络

食品消费者维权带来困难。据食品安全网购情况调查显示，有近40%的消费者表

示不会选择网络购买。他们不会购买的最大原因，也是在食品的质量方面。

然而，网络消费正在步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食品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如何加强对网络食品经营行为的准入和监管，成为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个新

课题。如此语境下，今年9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在《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中，对包括微信朋友圈、饿了么、淘宝网在内的网售食品做出规

定，拟要求经营者须具备餐饮资质，平台方需严格审核真实信息，违者将处以

罚款并负有连带责任。

可见，“三无粽子”网上热卖，倒逼监管“上线”。首先，应加快《网络食品经

营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建立网络食品经营行为的准入和监管机制，在法律

的架构下对网上销售模式进行规范管理，要求食品经营者均应先办理证照、再

上网经营，从准入源头环节引导经营者自律。同时，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

力，向消费者传授网购技巧及有关注意事项，降低网购风险。特别是，建立健

全处罚制度。网售食品的处罚方式和程度，除了“连坐”网店及网站之外，可以

参照传统门店食品销售处罚模式，一旦发现过期或者假冒伪劣食品，要予以严

厉处罚和打击，并在网上进行公示。

江苏淮安一家单位的员工李先生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没发现啥大毛病。然

而，一个月后，他就被确诊患上了晚期胰腺癌，两个月后不治身亡。李先生的家属

认为，负责体检的医院存在误诊、漏诊行为，将其告上法庭。(6月7日《华商报》)
这起案件说明医院对体检结果存在解读不足的现象。因为在李先生体检

时，彩超已发现他“左肾内极低回声50×45mm”，这其实就是癌症所在区域，要

想查清这个“低回声”的性质，则需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医院没有这么做，原因

可能有两个，一是这个异常情况不明显，没有引起重视；二是体检所见被掩盖

在海量的体检信息当中，得不到医生的重视。

解读不足，在体检过程中十分常见，因为当前流行的体检模式，多是“一次

性”过程，属“一锤子”买卖，体检过后缺乏“售后服务”，更无长期且深入的健康

管理，多半只是一次解读，没有第二次，更难以进行随访跟踪。在这种模式下，

遗漏在所难免。假如有长期的健康管理，李先生的体检所见能得到进一步解

读，体检时已表现出的不适能够及时被医生了解，这次漏诊完全可以避免。

但与解读不足相对应的，是解读过度，且解读过度要远比解读不足更常

见。夸大体检所见，动员受检者做进一步的检查，此类现象不算少见。有些非

特异性指标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比如一项肿瘤标志物指标略高，远不能说明受

检者具有较高的患癌风险，但出于“恐癌”心理，受检者往往要花大价钱去证明

这个指标没有价值，不仅如此，还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起官司首先对医院是一次警示。健康状况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体检

就应该拉长视野，变“一次性”为长期过程。

但更大的警示，则针对的是整个体检行业。必须进一步明确体检规范，要

求体检单位提供持续服务，并赋予受检者接受服务的权利，如此方能更好地促

进体检行业发展，守护好民众的健康。

漏洞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