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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观点

石平（本报）

刚刚过去的5月17日是又一
个世界电信日。今年世界电信日的
主题是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随着
科技的飞速进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
应用，数字发展成为一种能够加速
可持续发展的变革工具，世界已经
无限“缩小”，表面积5.1亿平方公
里的地球摇身一变，成为了“近在咫
尺”的地球村。未来，在家有光纤、出
门有4G、到处都是WiFi的梦想将
在我们的生活中实现……然而，未
成年人的网瘾，全社会人做“屏奴”，
眼睛离不开屏幕，思想离不开网游，
聚餐变成摄影会，人人都是鼠标手，
颈椎问题常见病等等……人们在使
用科技产品的同时遭遇着很多不适
和尴尬。

从“大哥大”到“全触控”，手机
越来越先进，也使人们的生活越来
越便利，手机由上世纪90年代的奢
侈品变为生活必需品，现在几乎达
到成年人人手一部的水平。截至
2013年10月底，中国移动电话用户
总数达到12.16亿户。当手机、平板
电脑逐渐取代纸笔，人们的眼神从
身边的风景、朋友挪开，专注于眼前
几英寸的世界时，一个新词“屏奴”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之中。

近日，一首改编自刀郎的《情
人》的“低头族之歌”在网上热传，歌
中诸如“紧盯着小小的荧屏，不抬头
看看路边的风景”的歌词加上夸张
的视频，形象地刻画了我们身边形
形色色的“屏奴”们：马路上、地铁
里、公交车上，随处可见握着手机两
眼发光的人；甚至在饭桌上、在亲人
之间，明明需要沟通和交流的时候，
却因为手机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相

视无语“在场缺席”的尴尬场景。一
项调查显示，除了休息时间外，每位
手机用户平均每天查看 150 次手
机，平均每6分半钟查看一次。有人
画漫画讽刺，屏奴们的脸就好像黏
在屏幕上一样，摘不下来。到底“屏
奴症”多严重？微博上最近流传的视
频《拿走宝宝的 iPad》可见一斑。所
有看过这个视频的人都有感受：用
两句也许并不恰当的比喻来形容，
从一定程度上说，拿走宝宝的 iPad
他们就如同断了毒品一般难受和发
疯！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是如何把我
们的生活毁了的！最让人担心的是
新生儿们在产生独立意识之前，就
已经被动接受了充满屏幕的世界。
这些新生儿被称为“真正的数字原
生代”，但倒不如称为“天生屏奴”更
加恰当。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可
以随时问候千里之外的亲人、朋友，

可以足不出户买到我们想要的东
西。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它
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也“绑架”
了我们的生活。换言之，从某种意义
上说，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同时
如同以前的鸦片时代一样也毁了我
们的生活，真有点有得就有失，成也
萧何败萧何的味道。

心理专家表示，这是信息技术
高速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有人无论
吃饭、坐车或是搭电梯，随时随地都
要刷刷屏，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五官科医生指出，从目前接收的案
例来看，不仅白领们，甚至许多孩子
的视力也受到屏幕的严重影响。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流行，不但将
屏幕切换升级至“无缝”，而且更容
易并正在快速地走向低龄人群，大
大提前了未成年人“触网”和“触屏”
的年龄。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移动终端的兴起，互联网的触角无

处不在。然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
长的孩子，却渐渐养成“不移动”的
生活方式，对孩子们的学习、生活，
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都带来
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冲击波。技术发
展肯定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如果学
生长期停留在这种快闪的状态，可
能会破坏孩子思维的深度和对复杂
问题的理解能力。

现实的尴尬提醒人们：应该为
未成年人提供符合科技发展的社会
仪式、教育体系，让他们摆脱与电子
产品共生的扭曲关系，不要被手机、
平板剥夺了多彩生活。同时，治疗科
技爆炸带来的现代病，不是要求未
成年人回到过去的生活，而是更应
该帮助未成年人利用、发展、创新科
技，用更完善的科技治疗“屏奴”现
代病。故此，请放下手机吧，专心享
受爱情、亲情、友情、美食、美景……
现在，可不可以关一下机了。

做“屏奴”的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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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4日，北京）在《福布
斯》杂志刚刚发布的 2014年全
球企业 2000强榜单中，新华人
寿保险/New China Life Insur⁃
ance以187亿美元销售额及7亿
美元利润的成绩位列综合排名
474位，比去年上升 34位，首
次入围世界 500强之列，展示
了新华保险强劲的发展速度和
综合实力，成为第四家入围世
界500强的中国寿险企业。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新华保险”）成立
于 1996年 9月，总部位于北京
市，是一家大型寿险企业，目
前拥有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新华家园养老企业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和新华卓越健
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子公司。

2011年，新华保险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 步 上 市 ， A 股 代 码 为

601336，H股代码为 1336，上
市后新华保险面对未来市场发
展趋势率先提出“以客户为中
心”的战略理念，全国上下严
厉推行变革转型，2013年实现
保险业务收入人民币 1036.4亿
元 ， 公 司 总 资 产 规 模 达 到
5658.49亿元，实现保费收入正
增长，继续保持国内寿险行业
三甲地位。

（新保宣）

新华保险首次入选《福布斯》世界500强

百姓说话

枣庄仁和医院现因业务需要，特诚聘以下人员：耳鼻咽喉科医生4

名，内科医生 4 名，眼科医生 2 名，康复治疗专业 5 名，检验专业 2

名，B超人员2名，护士6名，均需大专以上文凭，有执业证、临床经

验者优先，另招养老护工6名，工资面议，转正后给予缴纳社会保险。

电话：3051617
地址：枣庄市市中区经济开发区长江路2号（西

昌路与人民路交界路口向西50米路南）

招聘启事

苑广阔

2010年以来，湖北地区高校
新增20余张新面孔大学，这些院
校或是由原来的学院升格为大学，
或“独立”，或更名，或合并组建，或
新建。目前，高校更名大战还在继
续，本月将有武汉工商学院、文华
学院等三张新面孔呼之欲出。在
高校校名换来换去之时，湖北有
15所高校换了以后的校名近似，
导致开学时经常有新生走错校
门。（5月17日《武汉晨报》）

国内大学的改名现象，呈现出
两个特点：一是改名的高校越来越
多，仅仅一个武汉市，在三四年之
内就有 20 余张新面孔大学出现，
其中大多数都是改名；二是改名变
得越来越频繁，二次改名的比比皆
是，甚至三次改名的也不少见。但
不管这些大学改名的理由是什么，
一般都脱离不了专科学校改名为
综合大学；学院升为大学的“窠
臼”，换句话说，就是改名后的“高
大上”趋势很明显。

倒不是说大学的名字一旦确
定就一定不能改，现在的问题是，
多数高校的改名，显得很随意，其
目的仅仅是为了有一个“高大上”

的名字好吸引考生报名，所以才出
现了愈演愈烈的高校“更名风”

高校频繁更改校名不但表明
国家教育部门在高校更名设置和
管理上不够严肃，同时也说明高校
自身对办学目标缺乏认识，这无疑
不利于高校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突出自己在某方面的学科和专业
优势，从长远来看，既对高校本身
的发展不利，同时也对国家的高等
教育事业不利，当然也就是对大学
生们不利。说到底，大学“更名风”
的背后，反映出的是高校浓厚的急
功近利思维。

对于高校“更名风”，首先需要
高校本身多点长远眼光，少点急功
近利思维，其次需要上级教育部门
加强引导和管理，不能允许高校
随意改名，频繁改名，及时刹住

“改名风”。

急功近利

戴忠群

开会的目的，就是要传达上
级文件、政策或布置工作任务，
时间长短不是主要的，只要能在
有限的时间里领会会议的主题，
达到融会贯通就行了，回到单
位、回到实际工作中再去认真落
实，完成任务，有时会议虽然时
间短，也一样能达到预期目标。

近日笔者有幸参加一个专
题会议，会场布置简洁，台上一
位主持人，一位讲话领导，会场
内座无虚席，主持人开门见山介
绍这次会议的目的要求，主讲领
导几句话直奔主题，讲话中没有
套话、空话、重复话，直接上“干
货”，台下与会者听得聚精会神，
原以为要开一上午，结果一个小
时就完成了全部内容，时间虽

短，但大家对这次会议要达到的
目标和要求都听得明明白白、心
领神会，散会后，与会者议论最
多的一句话是：这个会开得让人
心里透亮，清新、够味。

是啊！这样的会风怎能不
让与会人员满意呢！由此笔者
回想起曾经在某基层单位参加
过的一次同样性质会议的场景：
会场盛况空前，主席台上一排联
椅坐满有关负责人，尽管台上的
同志都是经常见面的熟人，主持
人还是一一作了介绍，主讲领导
在穿靴戴帽后作了正式报告，之
后分管领导把会议主题展开讲
一遍，随后具体分管的工作人员
对会议主题再加深一步讲，为了
更全面，还有几位有关人员又补
充补充，最后主持人作全面总
结，等到散会，时间都过了 12
点。

为了让会议达到目的，引起
与会人员重视，开会时多位同志

反复强调、加深印象，这倒无可
非议，不过开短会能够解决的问
题，为什么非要开长会去解决
呢？现在上级要求广大基层干
部，走千家进万户，去广泛深入
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
们的诉求，把群众最急最盼的事
调查清，去有的放矢地解决问
题，这就需要充足的时间，如果
经常去应付不该有的长会，深入
群众时间必然就会少，直接影响
公职人员尽义务，所以我们要提
倡提高效率开短会，让广大公职
人员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想当初，会议冗长，文山会
海的“会议病”曾在各地普遍存
在，中央“八项规定”之后，各地
会风有了很大改观，会议时间、
程序比前都精减了不少，可开可
不开的会就不开了，非开不可的
会尽量压缩时间，在会议上直接
上“干货”，这样多顺民心，合民
意啊！

开会就该直接上“干货”

李世远

近期，笔者在医院作陪护，
深深感到“安静”对于病人的重
要性，病人极需静养，病房里最
需要安静！然而，时有噪音充满
病室或整个走廊，令陪护人员感
到刺耳和心烦意乱，何况病人
呢!噪音哪里来？过多的陪护人
员，缺失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在病
房里更需“安静”这方面的知识
教养或修养，我行我素，高谈阔
论，旁若无人地亮开嗓门，你一
言我一语不停地高声喧哗；再
者，院方缺失“安民告示”和有效
管理，在客观上放纵了这些人的
自我行为。

有些年迈多子女的老人，一
生没怎么吃过药打过针，突患重

病，入住医院，其子女都非常孝
顺，谁也不甘落后，闺女、儿子、
媳妇甚至还有孙子、外孙女等，
有时一齐涌进病房，谁也不肯离
开。他们不断地出出进进，以致
病房的门不停地开关，或谈天说
地，东家长西家短以及子女教育
等等无不涉及，谈得高兴时，嗓
门自然一声更比一声高，毫不顾
及病人的感受，有时再加上婴幼
儿的嘻戏哭闹，其噪音污染令人
不堪忍受。尽管如此，也没有人
公然反对，之所以能够宽容和谅
解，是因为知道他们有着纯朴而
真诚的孝心，侍候在老人左右；
他们缺乏病人需要安静的环境
与静养这方面的知识，并不是有
意为之，只是无人告知他们应该
怎么做，因而他们如同在自己家
里一样，喋喋不休。

院方的管理缺失是造成这
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很明显，院

方没有规定明确的探视时间，病
人家属从早到晚，随时都可以进
入病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待
多久都无人过问。不论高谈阔论
还是慢声细语，病房的管理者们
也大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习
惯成自然。

众所周知，病人最需要静
养，病房最需要安静。笔者建议，
其一，院方要制定探视制度和细
则，明确探视时间。其二，陪护或
探视人员要自觉遵守医院有关
规定，在探视时间探视，不要久
留，尤其是不宜带婴幼儿在病区
待很长时间，这对婴幼儿本身也
是极不利的。再者，子女众多，切
不可一哄而上，这对病人的治疗
康复都有弊无益。倒不如排好顺
序，按时值班，轮流陪护，照顾病
人与工作两不误。这样，既不影
响子女尽孝，也让病人在治疗的
过程中得以充分静养。

病房里最需要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