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淳艺

“寒假不是休息的”是碗毒鸡汤

时事乱炖

有多少“养生馆”
以养生为名非法行医

□ 李秀荣

热点冷评

“取消拜年磕头”习俗
权力之手不能伸得太长

□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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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从农民工春运回乡
透视城乡二元差距

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总数近 2.9 亿人，

其中外出就业的1.73亿人。在进城农民工中，

只有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

且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归属感越低，大城

市中该比例仅为16.8 %。什么时候能够让“新

市民”中的“新”字自然隐掉，大家都自然成为

一视同仁的市民，什么时候我们的城镇化就大

功告成了。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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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冷知识：不要在深夜做决定

下决心减肥，白天还能控制饮食，但到了

深夜，忍不住大吃特吃；很多早上犹疑不决的

问题，一到晚上就一拍脑袋决定了，后来执行

起来才发现诸多不合理。深夜做的决定可能

真的不是最佳选择。心理学家给出2点原因：

1.到了晚上，大脑的前额叶功能减弱，理性思

考能力降低，对情绪的抑制能力也下降，人们

更容易做出冒险、不理性的决策。2.大脑会分

泌一种名叫“血清素”的化学物质，来保持情绪

愉悦。但血清素在深夜分泌水平会下降，人容

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从而做出悲观决定。

@生命时报

近日，河北邯郸鸡泽一村干部

广播“取消拜年磕头”习俗。广播

称，除春节期间不允许放鞭炮外，取

消磕头拜年习俗。有村民称，老风

俗应该传承；有村民则称，老传统应

该改一改。杨庄村村支书杨现芳

说，此前小辈磕头回来膝盖都是肿

的。（1月20日《新京报》）

村干部以广播形式公开“取消

拜年磕头”习俗，即便出发点是好

的，但笔者以为，其行为本质是权力

之手伸得太长，是公权力对村民私

权的粗暴侵犯，损害了村民的合法

权益，非常不可取。

从法律角度说，只要不是长辈

强迫、强制晚辈“拜年磕头”，那么

小 辈 自 愿 、主 动 对 长 辈“ 拜 年 磕

头”，其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也没有

损害到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没有

伤害到其他人。换言之，“拜年磕

头”说到底只是个人拜年方式的选

择，属于私生活范畴，是个人的一

种权利，公权部门应当尊重人们

“拜年磕头”的权利，公权力不要把

手伸得过长，不该过度干涉人们

“拜年磕头”的选择。

当然，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在移风易俗上需要发挥作用，但不

能以权力之手干涉居民的私生活，

必须守护好权力边界。基层政府、

村委会、村干部的正确做法是以宣

传引导方式教育和引导人们拒绝和

抵制“拜年磕头”陋习，呼吁和鼓励

村民选择更为现代文明的方式拜

年，而不是以权力方式、行政手段强

制取消“拜年磕头”习俗，禁止人们

行“拜年磕头”礼，剥夺人们“拜年磕

头”的权利。

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不鼓

励、不支持、不推崇“拜年磕头”习

俗，但晚辈给长辈拜年到底要不要

行磕头礼，应当尊重个人的自主选

择。一方面，尊重一些人延续“拜年

磕头”习俗的选择，公权部门不能强

迫人们取消“拜年磕头”习俗，吃瓜

群众不必过度嘲讽和吐槽“拜年磕

头”习俗。另一方面，尊重人们拒绝

“拜年磕头”的选择，长辈不能强迫

晚辈必须“拜年磕头”，不能把晚辈

拒绝“拜年磕头”视为不孝。

禁止磕头 朱慧卿/漫画

时值寒假，一篇名为《寒假不是

用来休息的，而是用来反超的》的文

章在朋友圈“卷土重来”。不少公号

在转载此文时，特意在标题里加上

一句“老师家长转给学生”“请一定

要转给学生”，语气恳切，辅以惊叹

号，在多个教育资讯类、话题类公号

收获了 10 万+阅读量。（1月 21日

《新华每日电讯》）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上

联“不怕同学是学霸”，下联“就怕学

霸 放 寒 假 ”，横 批“ 差 距 越 拉 越

大”。 每年春节前后，类似“寒假不

是用来休息的”言论就会聒噪一时，

加重学生和家长的教育焦虑，也让

一些原本打算让孩子过个轻松假期

的父母变得难以淡定。

在这种鸡汤文中，不乏“学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被汗

水洗礼过的青春是不圆满的”这样

的励志词句，似乎在传播积极向上

的正能量。然而，慷慨激昂的背

后，却无法解释一个简单的悖论

——“如果假期不是休息的，那干

吗还要放假？”

事实上，寒暑假除了放松休息

外，还有其特殊的使命。现代教育

家潘光旦指出，现代学校教育实行

的是班级授课制，不能照顾到学生

个体的身心发展、兴趣特长和特殊

爱好，反倒可能把他们变成千人一

面的“产品”。在两个学期之间安排

了一个较长的假期，目的就是给学

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的个性和才

华有一个成长发育的时间和天地。

对于学生来说，寒暑假的学习绝不

应是书本知识的简单重复，而应更

多涉猎课本上学不到的内容。“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通过游览大好河

山，感受风土人情，既能陶冶情操，

又能增长见识。抑或是参与力所能

及的社会实践，锻炼交际能力，增加

知识积累，增强公共意识，这些都是

有益的选择。

学生是多样的，教育也应是多元

的。我们固然可以欣赏学霸的寒窗

苦读，但世界上并非只有学霸和学渣

两种人生轨迹。成功的方式有很多

种，找准适合自己的目标定位，人人

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不妨把权利

还给孩子，“我的寒假我做主”，这样

的假期才会充实、快乐、有意义。

一次收费38元的拔火罐，却给32岁的杭

州女程序员邱敏(化名)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

左颈部及背部烧伤6%，工作生活严重受阻，面

临近 8 万元的治疗费用。涉事机构在一家社

区服务中心，其内部的保健室号称提供足疗、

拔罐等中医养生业务。然而该保健室却是无

照经营，员工无上岗证和医师资格证。（1月21

日《钱江晚报》）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为何事故频发？中医

养生馆并非无所不能。从中医角度说，中医有

许多技术方法，虽既可用于疾病治疗，也可用

于养生保健，但其中大部分技术都具有风险

性，比如针刺、瘢痕灸、发泡灸、牵引、扳法、中

医微创类技术、中药灌洗肠、开具中药饮片处

方等，容易出现不必要的身体伤害或延误诊

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早就将这些中医服务

明确为中医诊疗行为，养生馆非医疗机构，不

能开展也做不好这些服务。

从从业者角度说，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的往往只是所谓的保健师，缺乏相应资质与

服务技术培训指导。有医师介绍，养生馆搞推

拿按摩，往往是客人哪里不适就推拿按摩哪

里，不当操作会导致颈椎骨折甚至瘫痪，比如，

背痛可能是由冠心病或心绞痛导致，推拿不当

会有生命危险。没有“金刚钻”却在揽“瓷器

活”，出事故是注定了的。

可以说，不少养生馆是以养生为名非法

行医，这些年总有媒体呼吁管一管养生馆。

2018 年 6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中医养生保健机构

及其人员不得从事医疗活动，不得使用针刺、

瘢痕灸、发泡灸、牵引、扳法、中医微创类技术

等”。然而，这个规范仍没出台。期待相关部

门早点“亮剑”，向中医养生保健乱象说“不”，

让养生归养生，医疗归医疗。

除了“亮剑”，还要面向公众进行科普，让

人们正确区分养生和医疗，在接受养生保健服

务时发现相关机构涉嫌非法行医，应向相关部

门投诉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