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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道

央视特约评论员：
印度洋是世界的而非印度的

8 月 1 日，中国首个海外保障基

地在吉布提投入使用，这将让我们

更好地履行起在亚丁湾、索马里海

域护航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国

际义务。但印度认为中国驻吉基地

是在印度洋周边扩大影响力的重要

举措，因此心怀戒备。对此，央视特

约评论员尹卓表示：“印度自独立建

国以来，一直以‘老大’自居于印度

洋地区，非常不习惯中国的军事力

量进入印度洋。但印度洋是世界的

而非印度的，这是国际海域和国际

空域。因此，中国有权在这里自由

航行和飞行。印度本身没有能力维

持印度洋的和平与稳定，印度政府

应当放开心态，欢迎各国参与、维护

印度洋的和平稳定。”

人生有三件事不能俭省

①学习：机遇是牵着婚纱的小

童，如果你不学习，新娘就永远不会

出现在你人生的殿堂；②旅游：要了

解世界，必须到远方去，旅游的好处

不是一眼能看到的，需要长年累月

的蓄积；③锻炼身体：不断地投入一

定费用，操练贫瘠的肌肉和骨骼，保

持最起码的力量和最基本的敏捷。

@香坊发布

改善人际关系的四句话

1、最难以启齿而又最能化解矛

盾的一句话：“也许你是对的。”2、

最让人感觉宽慰的一句话：“还有

我在呢！”3、最让人增长信心的一

句话：“我相信你行。”4、最让人能

摆脱谣言的一句话：“走你的路，让

别人去说吧！” @人民网

“人狗同浴”不只是游客文明公德缺失

＞

▋王甄言

再好的水性，也不如心中的安全意识
▋关育兵

热点 冷评

日前，港口铺锦水闸附近发生一起

溺水事故，三名十几岁的少年结伴野

泳，其中身高 1.85 米、水性最好的男生

李某不幸溺亡。（8月3日《中山日报》）
溺亡的竟是水性最好者，看似出人

意料的结局，其实却很正常。这应了一

句老话，“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对于这

句话，有的人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

会游水的人在水里最少可以支撑几分

钟，不会水的在水里连个救命都喊不出

来，所以会水总归是一件好事。从理论

上来说，当然是如此；但从现实来看，却

往往悖逆。原因何在？其实很简单，不

会水的，是很少会去野泳的；即使偶尔

去，由于心里的忌惮，也只会在水边游

玩。对于会水者则不同，他们会自恃水

性好，常常任性地在水里戏耍，率性地

去野泳。那些野外游泳点，看似平静，

实则常常暗流汹涌，再加上人体的各种

情况，稍不注意，意外就可能发生了。

这是不是说会游泳不好呢？这就

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学会游泳当然

是好事，不仅能够锻炼身体，也可以说

是增加了一种应对危险的技能，在紧急

的情况下，能够自救，也能够救护他人，

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学会了游泳，

却忘记了应有的安全意识，自以为自己

能够应对各种水情，任性地野泳，这时，

危险也就悄然而至。

哪怕水性再好，也请拒绝野泳；再

好的水性，也不如心中的安全意识。牢

记这一点，学会游泳才更有意义。

时事 乱炖 患者看病“货比三家”加重医患负担
▋苑广阔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

武至今还记得，他给一个普通患者很认

真地看完病以后，这位患者又拿出了10

个在不同医院看过的病历本对他说：

“姜大夫，您说的和一个大夫说的一样，

但是和另外几个大夫都不一样，我应该

相信谁？”8月3日《中国青年报》）
同一个患者，同一种病症，竟然先

后看过了10多个医生，这样的例子，也

许比较极端，但是在现实中，患者在这家

医院检查完又去其他医院做同样检查的

情况却不少见。我们买东西时喜欢“货

比三家”，目的是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但是去医院看医生也“货比三家”，甚至

是“货比十家”，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新闻中的医生之所以举这个例子，

是为了说明这种现象会造成医疗资源

的巨大浪费。即便不是儿科，在其他科

室，如果部分患者在看病过程中喜欢

“货比三家”，对医生“择优录用”，也同

样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如果是那些医院一时无法确诊的疑

难杂症，患者多看几家医院，多瞧几位医

生，还可以理解，但是很多普通的疾病，

患者去了三甲医院，看了最权威的专家，

却仍旧不放心，还得多换几家医院看病，

这背后的原因，就很值得深思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患者对自身的

疾病过于担忧和焦虑。从积极的角度

来看，这是现在公众更加重视自身健康

的表现，值得肯定，但是重视的程度一

旦过度，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显然就

过犹不及了。另一方面则是患者对医

生和医院缺乏信任，总想在不同的医院

和医生之间进行反复比较和验证。

但是多数患者不知道的是，即便是

同一个病人的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医

生眼里，也会有不同的描述，所给出的

治疗方案、开出的药方，更不会完全相

同，而这并非全是医生没有看准看透疾

病，只是他们的表述方式不同，所选择

的治疗方案不同而已。如果患者把这

作为医生水平低，看不透疾病的理由，

那本身就是大错特错的。

要避免和消除这种现象，除了需要

患者理性看待疾病，理性看病之外，更

需要医生方面有所作为，就是尽量使用

通俗而标准的语言，把患者的疾病讲明

白讲透彻，让患者知道这就是“终审结

果”，而无须劳民伤财，四处验证。

夏天很多市民到海滨

浴场去游泳，但是也有些人

带着宠物狗来，这些狗随地

拉撒不说，还有个别市民让

狗下水畅游，一些泳者为此

受到惊吓。日前，记者在浴

场就目睹了“人狗同浴”的一幕。记者调

查发现，很多游客对于海边遛狗行为十

分反感。（8月3日《半岛晨报》）
海滨浴场属于公共场所，夏季游客

多，很多家人带着小孩一起来游泳。部

分游客把狗带进海滨浴场，不论是宠物

狗还是土狗，都是不道德的行为。狗具

有攻击性，对陌生人而言，狗的闯入破坏

了环境的和谐，不得不敬而远之；同时，

海滨浴场人多复杂，游客只顾玩乐，不会

注意到狗的突然出现，容易引发惊悚，吓

着部分游客，一旦狗也受到惊吓，当场发

作，恐会伤人；再者，狗容易携带传染

病。所以，游客带狗进海滨浴场，则会对

其他游客造成一定影响，包括潜在的人

身安全威胁，疾病感染等。

一个有责任的公民是不会轻易把狗

带入海滨浴场这样的公共场所的，纵然

认为狗也要洗澡消暑，也会选择一个不

妨碍他人的地点和环境，既自由，又尽

兴，真是一举两得。反之，把狗带到海滨

浴场，或者借机“人狗同浴”，爽了狗和自

己，却恶心了他人，遭到众多游客反感，

受尽了白眼，很不是滋味。可有的游客

毫不顾忌他人的感受，我行我素，不是个

性问题，而是公德缺失，值得警惕。

在海滨浴场出现“人狗同浴”现象，

不只是部分游客文明公德缺失，还折射

海滨浴场管理方存在同样的错误认识，

放弃了管理职责，放纵了部分游客的失

德行为。海滨浴场管理方的不作为，不

外乎两种心态，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怕惹麻烦不想管，纵容游客携狗长驱直

入；二是害怕得罪部分游客，影响浴场生

意，换言之，有的海滨浴场怀着只要不影

响自身利益的心态，对游客带狗进入海

滨浴场睁只眼闭只眼。笔者认为，面对

游客质疑，部分海滨浴场借口“无权禁

止”，对部分游客带狗进浴场以及制造

“人狗同浴”的尴尬不问不闻，实质上是

推卸责任。对于这种现象，政府部门不

能坐视不管。

显而易见，海滨浴场出现“人狗同浴”

现象，并非管理方无权管理，而是管理方

不作为，政府部门要提醒海滨浴场履行相

应的公共管理职责，千万别等到“出大事

了”，被舆论倒逼才履行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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