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英杰

1日，媒体报道了一则护士救人的感人
消息。台州第一人民医院护士王丹萍近日
在晨练路上遇见一名老人晕倒，她不避秽
物，给老人做人工呼吸，急救近半小时。路
人一遍遍地说“没用了”，她仍然不肯放弃。
尽管最终没能挽回老人的生命，王丹萍的义
举仍赢得了人们的赞美。

这篇报道和网上转发的图片，我看了几
遍，确实令人感动。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以及
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她对病人进行急救不仅
需要医学知识，更需要勇气。当时老人很可
能已经失去救治机会，换成其他人大概不敢
轻举妄动。否则，万一老人的家属怪罪到她

头上，岂不是给自己惹来麻烦？
王丹萍所在医院的院长，后来说了一句

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一开始我还有点担
心，老人的家属会不会来医院闹，毕竟这样
的事见多了。”不容回避，我们当下就处在这
么一个医患关系的敏感时期。这使得原本
可能是平常的一件事，也变得不平常起来。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医护人员
形容为“白衣天使”，并将其职业行为定义为
救死扶伤、无私奉献。这样说当然没错，因
为这不仅是对医护群体的一种赞美，也是对
这个职业的一种高标准、严要求。但在这种
观念影响下，我们自然而然地又倾向于认
为，医患关系必须是和谐友好的，不容任何
人亵渎。

那么问题来了，对医护群体的道德化、
神圣化，造成一个结果是，患者对医护人员
的要求也变高了。一些患者难免会问：既然

作为“白衣天使”，既然你的职责是救死扶
伤、无私奉献，为什么治不好我的病？为什
么收费又这么贵？这种心理落差，很容易扭
曲变为一种怨念。

另一个结果是，医护人员对待患者的态
度，也难免不自觉地带有些“施舍”的意味。
这就很容易造成角色错位，导致有些医生服
务意识薄弱，对患者态度简单粗暴。再加上
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如看病贵、看病难问
题，又如医生收红包问题，医护人员与患者
之间的观念冲突难免激化，医患关系也就可
能陷入僵局。

我们赞美王丹萍的义举，不仅因为她是
护士，更重要的是她的救人行为本身；我们
谴责暴力伤医事件，也不仅因为伤害的对象
是“白衣天使”，更关键的是，无论针对任何
人，这种暴力行为本身都是违法的！

事实上，在见义勇为的王丹萍与那些暴

力伤医的患者之间，更多是普普通通的医护
工作者，更多是普普通通的寻医问药者。他
们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有着各自的喜怒
哀乐，一样可能面对各种开心事或烦心事。
当他们遭遇在一起时，对医护人员来讲就是
把本职工作做好，对于患者而言，就是在医
院能获得合理救治与满意服务。

这么说并不是矮化医护人员的形象，也
不是庸俗化患者群体，而是想指出，在诉诸
道德感化外，需要有一套日常化的医患关系
处理机制，来协调双方关系，缓解矛盾、化解
纠纷。这样也才不会在发生矛盾纠纷的时
候，各自都只能动用道德大棒，互相妖魔化。

医患之间不是必须要和谐，而是双方发
生矛盾时，必须要有合理解决机制，倘若缺
乏相关制度保障，我们越是把医护人员崇高
化，就越可能让他们陷入道德困境。

医患关系，不能陷入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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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蝌蚪五线谱：北京时间7月1日7:59:
59 后是 7:59:60。这多出的一秒就是闰秒。
不过时间并不会凭空多出一秒，只是不同
时间标准相协调的结果。目前人类已经有
了太多标准用于衡量时间，闰秒的概念来
自协调世界时 （UTC），是世界时和国际
原子时相协调的产物。

@周永坤微博：宪法誓词通过，与草
案最重要的改变是两个字：由“拥护”宪
法改为“忠于”宪法，值得称赞。“我宣
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
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
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中科大胡不归：学校的位置和排名
是个值得权衡的问题。具体点说，非一线
城市的985和一线城市的211怎么选？选前
者，985的好处至少是全国性的，还可能是
世界性的。非一线城市的 211 对一线城市
的非 211 一本？也许差不多。非一线城市
的二本对一线城市的三本？选后者。考生
的能量越低，地域的重要性就越大。你认
为呢？

@大哥王振华：别再发什么“X 月，
请对我好一点”，岁月从来不曾辜负你，只
是你一直在挥霍时光。

微言大义

5月31日是第28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制止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后，号称

“史上最严禁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6月1日起也正式实施，北京所有“带
顶”的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开始全面禁烟……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控烟举措，您怎么看？这烟到底该不该戒？各位读者，请一起
来讨论讨论吧。投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勾犇勾犇//图图

京文

山东一老总得知河北景县有个孤儿
院，就想出手相助。近日，该企业举行了

大型募捐活动，却发现景县来的21名孤
儿中只有一名是真孤儿，其余的都是该孤
儿院以每人500元雇来的假孤儿。当地民
政部门称，孤儿院系非法设立，已被取
缔。

（7月1日河北新闻网）

假孤儿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云端中

“持高考准考证可到本店免费领取饮品
一杯”，这是市中区某奶茶店循环播放的一段
广告。店内三五个高中生样子的学生在店里
喝着饮品聊着天。一个学生说，他们到店领取
了免费的饮品后，又点了其他的饮品还有甜
点。（7月1日《枣庄晚报》）

每个人都离不开各种消费，所以也都希
望手里的钞票能够实现价值最大化。消费者
消费，商家才有利可图。因此，如何吸引消费
者，就成了商家最关心的问题。一年365天，
商家们恨不得天天都变着法子吸引人。看电
影10元，喝奶茶免费，高考后准考证变身“打

折神器”，紧张过后的莘莘学子乐得享受，商
家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打折不过是一个
吸引人们进店消费的噱头。

商家的促销手段不胜枚举，每逢寒暑假
更是奇招屡出。只要不涉及不正当竞争，或者
有违社会公德，商家的花样促销，倒是给了高
考生们更多的优惠和选择。当然，假借高考之
名，涨价之后再打折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那样
做只会自砸招牌。

学生经济的“蛋糕”不小，但是学生手里
可以支配的零花钱也是有限的，所以，商家便
打起了准考证的主意。这不，喝饮料的、看电
影的、聚餐的，考后放松的学生们三五成群地
享受商家带来的一系列优惠，花费不多又能
增进彼此感情，还为商家带来了效益，真是一
举多得，值得商家们推广和借鉴。

后高考时代 准考证唱主角

百姓说话

毛建国

自诩为“食品安全与环保卫士”的董金狮
被抓了。6月29日，公安部在“2015食品药
品安全刑事保护论坛”上，通报了2014年以
来全国公安机关侦破食药案件情况，提到“国
际食品包装协会负责人董某某涉及敲诈勒索
案”。其中的“董某某”指的正是国际食品包
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金狮。

董金狮有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等超过50个头衔，发表过观点也涵
盖发泡餐具、方便面等多个领域。据调查，所
谓“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其实是一个类似全国
牙防组的组织，连基本的注册都没有。如此
说来，董金狮的头衔是全假不真，在观点上则
可能是有真有假。

有人在反思，为什么这些年来舆论一直
关注董金狮？在食品安全倍加重视的今天，
当董金狮发表的观点有真有假时，也就具有
了极大的欺骗性。更进一步讲，如果在一些
正确观点上，有权威人士、真正专家站出来发
表声音，针对一些不实的观点，有权威人士、
真正专家站出来以正视听，像董金狮这样的
伪专家，又怎么可能还有市场？

一个健康的食品市场，离不开监督的力
量。在监督体系中，既包括来自主管部门的
监督，也包括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而在社
会公众的监督中，专家学者由于其拥有的专
业性和影响力，应该也可以是重要一员。可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不仅来自监管部门的监

督有所不足，而且来自专家学者的监督也不
太让人满意。从常识上讲，专家学者有专业
性，对于市场问题有着更清晰的发现，有着更
独到的观点；专家学者有独立性，对于市场问
题更应该“不吐不快”。

为什么董金狮会有市场？一方面是因为
他有“大帽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瞄准了社
会的痛点，加之他的一些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是市场的真实反映。这样的角色，本来是应
该由真专家承担的。可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真
专家“怒发冲冠”，相反看到不少专家明哲保
身，一些专家甚至“为五斗米”折腰。大音稀
少，杂音纷陈，真专家“缩头”，自然有伪专家

“冒头”。从这一意义上说，董金狮是幸运的，
又是不幸的，幸运在于真专家“鸵鸟”为其提
供了机会，不幸在于“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最
终露出了马脚，砸到了自己的脚。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瞭望者存在。
承担这一角色使命，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是所
有人的事。在人们看来，真正的专家，不仅有
一肚子学问，而且有淋漓的士气，不阿权、不
阿富、不阿世，面对不公不平不苛全不乡愿不
犬儒，更应该承担起社会和市场守望者的角
色。这也是我们想说的，伪食品专家的出现
有多种原因，但真专家的缺少，显然是一个重
要原因。

真专家少了伪专家自然就多。希望有越
来越多的专家，既埋头做事，又抬头看天，为
推进社会进步和市场健康，承担自己应该承
担的责任。有着这样的风骨，专家有着更多
美誉，这样的专家多了，市场有着更多希望。
我们需要真正的“食品安全与环保卫士”。

真专家少了 伪专家自然就多

网言个论

戴忠群

高考分数公布了，分数线也基本划定了，
一些考生因种种原因高考失利，难免有悲观、
失望情绪。在此，笔者想说，失利别灰心，我们
脚下还有路。

上周日，得知朋友的侄子高考发挥不佳，
情绪十分低落，朋友让我帮忙疏导一下。“条
条大道通罗马，成材之路宽又广”，考大学只
是人生中有限的一段路，绕过这段路也能走
上金光大道，何况受高等教育还有很多途径，
自学考试、函授大学、在职培训、在职研究生，
路径多了去了。脚下就是路，看你如何去作
为，今年考不上还可以再复习，明年再战。

媒体报道，有一位40多岁的职工，连续
19 年参加高考，虽未能如愿，但这种信念在

不断地激励着他、鼓舞着他。一位同事的孩
子，高考没考上，就去河南创业，搞养牛，他什
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受过，由于自身努力，
后来事业越干越大，成了远近闻名的大企业
家。一位同学的小儿子在1995年高考中落榜
了，没考上理想中的一本学校不说，连大专也
没上成，最后还差点做出过激的行为。后来在
父母和朋友的劝导下，奋发图强，在家自修了
大学的全部课程，后来还考上了研究生、博士
生。毕业后，在北京中关村做成了一番大事
业。

考试失利了，落榜了，当然会有一些悲
观、失望的情绪，有的还会有孤独、痛苦的感
觉，这样的负面情绪需要正确对待。作为旁观
者，要给他们更多的关爱，为他们卸下精神负
担，鼓励他们振作精神，努力奋斗，告诉他们
高考失利别灰心，脚下的路还很长。

高考失利别灰心 脚下还有路


